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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B_A3_E6_95_99_E8_c38_55940.htm “科教兴国”是党中央

、国务院按照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科学分析和总结

世界近代以来特别是当代经济、社会、科技发展趋势和经验

，并充分估计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

社会经济结构、人民生活和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影响，根据我

国国情，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宏伟目标而提

出的发展战略。 “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

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

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

的繁荣强盛。 “科教兴国”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邓小平同志关

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１９７７年，邓小平在科

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

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不抓科

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明

确把科教发展作为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先导，摆在

我国发展战略的首位。从７０年代后期到９０年代初期，邓

小平同志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基础是

教育”的核心思想，为“科教兴国”发展战略的形成奠定了

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１９９２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

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必须把经济建转移到

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１９９５年



５月６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

决定》，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江泽民在会

上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实现生产力转化的能力

，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同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

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２０

１０年远景目标的建设中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列为今后１５

年直至２１世纪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针之

一。 １９９６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提出了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科教

兴国”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 为全面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农

业、工业、国防、财贸等行业和部门都提出了依靠科技振兴

行业的发展战略。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地（市）、县（市

）也制定了科教兴省、科教兴市、科教兴县的发展战略和发

展方针。１９８８年，江苏省率先提出实施“科教兴省”战

略，决定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从过去主要依靠廉价资源和廉

价劳动力逐步转换到主要依靠科技水平和劳动者素质上来。

“科教兴国”作为一项全国性的战略提出后加速了地方科技

事业和经济的发展。１９９６年，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成立，

各地方随继成立了科技领导小组或科教兴省（区、市）领导

小组，截至到１９９７年６月，全国共有２６个省（市、区

）和计划单列市成立了科技领导小组。据统计，到１９９７

年底，全国已有２０多个省、２００多个城市制定了以科技

促进经济发展的计划。 １９９８年４月，在中国科协主办的

“科技进步与产业发展专家论坛”第３次大会上，我国学者



宣布，从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９７年的１０多年里，我国科技

进步贡献率达到３１．６５％。同年５月，为了严格执行《

教育法》、《科技进步法》，落实《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

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

中有关教育、科技投入的规定，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财政部

《关于进一步做好教育科技经费预算安排和确保教师工资按

时发放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政府财政部门保证预算

内教育和科技经费拨款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

。《通知》第一次明确了对财政预算执行中的超收部分，也

要相应增加教育和科技的拨款，确保全年预算执行结果实现

法律规定的增长幅度。 １９９８年经中央批准，国家科技教

育领导小组成立，并于６月９日举行第一次会议。朱基(原)

总理主持，指出要深入贯彻江泽民同志关于知识经济和建立

创新体系的重要批示精神，国家要在财力上支持知识创新工

程的试点，要加大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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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