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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体制改革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1．支持鼓励企业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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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战略 5．实施促进创新创业的金融政策 6．加速高新技术

产业化和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 7．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

的机制 8．扩大国际和地区科技合作与交流 9．提高全民族科

学文化素质，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社会环境 九、科技投入

与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1．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

系 2．调整和优化投入结构，提高科技经费使用效益 3．加强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 4．建立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共享机

制 十、人才队伍建设 1．加快培养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前沿水

平的高级专家 2．充分发挥教育在创新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

用 3．支持企业培养和吸引科技人才 4．加大吸引留学和海外

高层次人才工作力度 5．构建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文化环

境 党的十六大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全局出发，要求制定国家科学和技术长远发展规划

，国务院据此制定本纲要。 一、序言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

成就。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

遇，又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能源资源

消耗，环境污染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高

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自主创新能力较弱，企业

核心竞争力不强，经济效益有待提高。在扩大劳动就业、理

顺分配关系、提供健康保障和确保国家安全等方面，有诸多

困难和问题亟待解决。从国际上看，我国也将长期面临发达

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有优势的巨大压力。为了抓住机

遇、迎接挑战，我们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努力，包括统筹全局

发展，深化体制改革，健全民主法制，加强社会管理等。与



此同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紧紧依靠科技进步

和创新，带动生产力质的飞跃，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

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进入21世纪，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正

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将深刻地改变经济和社会的面貌。信

息科学和技术发展方兴未艾，依然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导力

量；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迅猛发展，将为改善和提高人类生

活质量发挥关键作用；能源科学和技术重新升温，为解决世

界性的能源与环境问题开辟新的途径；纳米科学和技术新突

破接踵而至，将带来深刻的技术革命。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

，为技术和经济发展展现了新的前景。科学技术应用转化的

速度不断加快，造就新的追赶和跨越机会。因此，我们要站

在时代的前列，以世界眼光，迎接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和

挑战。纵观全球，许多国家都把强化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

，把科技投资作为战略性投资，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并超

前部署和发展前沿技术及战略产业，实施重大科技计划，着

力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面对国际新形势，我们

必须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把科技进

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

环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 新

中国成立50多年来，经过几代人艰苦卓绝的持续奋斗，我国

科技事业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巨大成就。以“两弹一星”、载

人航天、杂交水稻、陆相成油理论与应用、高性能计算机等

为标志的一大批重大科技成就，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

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振奋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同时



，还必须认识到，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学技术总体水平

还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发明专利

数量少；在一些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技术水平仍比较落

后；科学研究质量不够高，优秀拔尖人才比较匮乏；同时，

科技投入不足，体制机制还存在不少弊端。目前，我国虽然

是一个经济大国，但还不是一个经济强国，一个根本原因就

在于创新能力薄弱。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