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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532091.htm 第2题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特别

是战略高技术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试

分析我国应如何正确处理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的关系，并进

一步说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意义。 【提示】 近代中华

民族对现代化的孜孜追求，充满对科学技术进步的神往。从

“洋务运动”欲借科技与实业富国强兵的未果尝试，到“五

四运动”尊崇“赛先生”的启蒙呐喊，科学技术进步对工业

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意义和作用，越来越被国人所认识。近

年来，人们开始反复思考这样一系列问题：为什么产业结构

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步履维艰?为什么不能从“中国制造

”走向“中国创造”?为什么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多年而资源

环境问题难以逆转恶化的势头?所有这些问题，都有一个共同

的指向，就是科技进步不足，核心问题还在于自主创新能力

不足。毫无疑问，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已经成为现代化建设

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战略问题。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

中全会提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增

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

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2005年12月30日发布的《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对建设

创新型国家作出了总体部署，明确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方针

、目标和重点。2006年1月9日胡锦涛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

的讲话中，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



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

大报告中提出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并指出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

大战略中，可持续发展战略(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已经以分析题的形式反复考查过(2007年考查了一道分析题

，2008年也从气候变化的角度命制了一道相关的选做题)。而

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2000年以来却一直都未以主

观题的形式考查过。作为现代化战略的一个核心问题，考研

政治理论却仅仅蜻蜓点水般地以选择题的形式进行考查，这

显然是十分罕见的。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型

国家的相关内容在过去数年内被考研政治命题忽视的不正常

现象，将在未来被加倍地补偿(反复考查)。结合近年来的命

题规律，预计，2009年本专题的命题将集中在以下几个角度

： (1)结合唯物史观的相关原理，剖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这一论断。 (2)联系当前我国科技事业现状，分析引进技

术和自主创新的辩证关系。 (3)分析科教兴国战略与人才强国

战略的辩证关系，并说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意义。 相关知识点1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

产力 1.科学技术的本质和功能。 (1)科学技术的本质。科学活

动是一种精神活动，与人类的思想状态、哲学思维有关，是

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反映客观事物和自然规律。技术活

动是人类的一种生产性实践性活动，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

本最广泛活动，其目的是改造自然、创造人工自然。 (2)科学

技术的功能。第一，科学技术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第二

，科学技术具有变革生活方式的功能。第三，科学技术具有

社会管理的功能。第四，科学技术具有改变社会关系的功能



。第五，科学技术具有推动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功能。 2.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现代化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又是实现经济发展

战略目标的关键。(1)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起第一位变革作用

。(2)科学技术在生产力诸要素中是主要的推动力量。(3)现代

科学使管理日趋现代化、科学化。(4)高科技在知识经济中的

作用更加突出。 相关知识点2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1.自主创新

，就是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出发，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

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发展战

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 2.自主创新和引进技术

的关系。(1)在对外开放条件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

须认真学习和充分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技术引进)

。(2)只引进而不注重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势必削弱自

主研究开发的能力，拉大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3)在关系

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

不来的。我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就必须提

高自主创新能力。 3.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紧迫性。(1)增

强自主创新能力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是推

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迫切需要，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竞

争力的迫切需要，也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从根本上保障国

家经济安全的迫切需要。(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发展水

平和产业结构的技术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动力素质也有

了相当提高。但总的来看，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状况，与完

成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还不相适应

，与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

轨道的迫切要求还不相适应，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



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迫切要求还不相适应。百考试题预祝

大家元旦快乐！ 4.当前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客观条件已

经具备：(1)国外技术储备急于获得新市场，为我国技术引进

和主动选择创造了条件.(2)国内人才和科技储备已有相当基础

，企业的研发能力有了明显增强.(3)巨大的内需市场将提供创

新的广阔空间.(4)我国公共财政实力大大增强.(5)激励创新的

体制和机制逐步建立。 相关知识点3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

才强国战略 1.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意义。(1)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根本措施，是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必然抉择，也是中华民族振

兴的必由之路。(2)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

，是缓解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压力、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唯

一途径，是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根本出路。 2.实施

人才强国战略的意义。(1)科教兴国战略在本质上是人才强国

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是贯彻科教兴国战略的关键所在。当今

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特别是高素质创新型

人才的竞争。(2)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是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

机遇期、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必然要求，

是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 相关

知识点4 建设创新型国家 1.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是要把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

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

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目前世界上有20多个国

家属于创新型国家，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科学技术对经济

的贡献率在70%以上，对外技术的依存度在30%以下。我国已



经提出了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 2.建设创新型

国家紧迫性。(1)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严重不足、

生态环境脆弱的特定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

发展道路。(2)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必须掌握更多的核心技

术，具备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从根本上保障自己的国

防安全和经济安全。(3)长期以来，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严

重不足。 3.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就是：(1)把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

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2)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

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3)把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不

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百考试题编辑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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