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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技
自主发展的历史进程与经验启示*

郭旭红 李一凡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科技自主发展的历史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1978年，

我国科技发展服务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1978-2012年，在改革开放中探索科技自主的跨越式发展和建设创新

型国家；新时代以来，我国在伟大复兴中迈向科技自主发展强国。党领导我国科技自主发展的历史经验在于：党

和政府制定的科技发展规划发挥了主导作用，举国体制和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出独特优势，科技自主发展与科教并

举、人才战略相得益彰，注重科学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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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

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1]新中国成立

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探索科技自主发展走

过了辉煌的历程，党中央在我国科技自主发展的

每个关键节点都做出了重大战略部署，把握住了

我国科技自主发展的正确方向，走出了一条中国

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科技自主发展成为强大

智力支撑，我国实现了从科技弱国、科技大国迈

向科技强国的重大转变。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我们需要系统梳理党领

导科技自主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科学总

结我国科技自主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经验，这对于

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技自主发展的历

史进程

为了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中国共产党在领

导新中国科技自主发展历程中，深刻洞悉世界科

技发展大势，深入剖析科技自主发展与经济增

长、社会进步和人民利益的辩证关系，把科技创

新作为服务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我们党治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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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重要战略举措，对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

代化建设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

（一）1949-1978年，科技发展服务于我国社

会主义工业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工业基础极端落后薄

弱，现代科学技术几乎一片空白。面对西方国家

经济封锁、科技围堵和军事威胁，尽快实现从贫

穷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转变，成为改革

开放前 30 年我们党领导科技自主发展的战略

目标。

1.1949-1959 年，在苏联帮助下我国科技自

主发展的起步奠基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迅

速恢复了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并积

极展开经济建设，为科技自主发展提供了政治前

提。“一五”计划期间，在“一化三改”“一体两翼”

总路线指引下，我们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国社会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和转变，建立了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科技自主发展奠定了制度

基础。1956年，为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

业战略，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科技建设方

针[2]，为我国科技自主发展指明了方向。国家制

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是

新中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标志着我国科技事

业走上大规模发展道路。“一五”计划期间，我国

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成

套设备，开展以“156项”工程为中心的工业化建

设，填补了在电力、冶金和机电等领域的技术空

白，使得我国工业技术水平迅速提高到20世纪40

年代的世界水平[3]，并为我国科技自主发展奠定

了初步基础。

1960-1978年，自力更生导向下我国科技创

新体系初步建立。20世纪 60年代，受“大跃进”、

苏联政府撕毁协议、撤离科技专家、“文化大革

命”等诸多因素的冲击，我国实施《1963-1972年

科学技术规划纲要》，确定了“自力更生，迎头赶

上”的科技指导方针，提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是

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关

键”，初步确立了自主发展科技在社会主义工业

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4]，初步形成了构建国家创

新体系的战略思路。中苏关系恶化后，我国技术

引进主要来自日本、西德、英国、法国等西方国

家。1960-1971年以引进中小型成套设备为主，

1972-1978年技术引进重点主要放在拥有现代设

备的“生产能力”，而对“设计与设备制造能力”重

视不够，尚未系统考虑如何有效消化吸收引进技

术问题[5]。这段时期，在科技封锁和严峻的国际

政治格局下，我国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

势，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科学

院、高等院校和各产业部门的科研机构为主导的

科学技术组织体系[6]，初步建立了以国防军工和

重工业为核心的现代科技体系，我国科技发展呈

现出从技术引进和仿制向自主研发转变的特

征[7]。“两弹一星”的成功，奠定了我国尖端科技的

大国地位；陆相成油理论甩掉了“贫油”的帽子；

杂交水稻的成功问世，为世界粮食生产和粮食安

全提供坚实保障；在电子技术、火箭技术、计算机

技术等领域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迅速发展，为中

华民族“站起来”奠定了科技基础[8]。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在高度集中的计划

经济体制和“一边倒”外交政策下，我国科技管理

体制呈现出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和垂直封闭的特

征。然而，缺乏知识产权的认证和保护体系，尚

未建立科研成果的有偿转让机制，科研部门和企

业之间处于割裂状态，导致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

献率偏低。1952-1978年科技贡献率为23.7%，低

于发展中国家平均 35%的水平[9]。1978年，全国

居民恩格尔系数高于60%，其中农村、城镇分别为

67.7% 和 57.5%[10]，人们的温饱问题尚无很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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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因此，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促进科技和经济

紧密结合，成为科技体制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1978-2012年：在改革开放中我国科技

自主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做出了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始了探

索中国特色科技自主创新的历史大变革，改革开

放成为科技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

途径和强大动力。这一时期，我们党对科技自主

创新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科教兴国战略，再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跨越

式发展，相继建立了专利制度、成果转化制度和

技术市场，改革了科研机构管理体制和拨款制

度。这些措施推动了科技体制改革的进程，促进

了科技事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实现了从科技弱国

到科技大国、从农业弱国到工业大国的转变。

这一时期，我们党在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改

革上开始注重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在科技政策上

也不断做出调整[11]。邓小平提出了“四个现代化，

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

产力”等重要论断[12]，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和

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为开创中国特色科技

自主创新道路提供了基本理论依据，为科教兴国

战略的形成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党中央提出

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

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工作基本方针[13]。1985年

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

定》中，确立了科技成果商品化的思想[14]，标志着

科技体制改革正式启动，“863”计划、火炬计划等

重大计划开始实施。这一时期的我国科技发展

战略，一是从计划经济时期国防和经济建设双重

目标导向下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科技政策

体系，在市场化改革中，从具有高度计划性的科

技体制向引入更多市场机制的科技体制转型，形

成较为完整的国家创新体系[15]；二是在社会主义

有计划商品经济改革条件下，技术引进管理机制

和模式由以前管理权限高度集中于中央向地方

和企业放权分级管理转变[16]，企业的创新主体地

位开始逐渐凸显;三是在坚持自力更生原则的同

时，实行对外开放，扩大对外技术交流与合作，技

术引进开始重视消化吸收问题。然而，科技与经

济脱节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科技向

现实生产力转化能力薄弱、高新技术产业化程度

低，依然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

20世纪90年代，科技创新成为提高综合国力

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江泽民提出“创新

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

不竭动力”[17]，把创新提到关乎国家民族发展进

步、兴衰成败的战略高度，体现了我们党对科技

创新发展规律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1995年发布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

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是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战略

决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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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全国科

技发展“九五”计划和到2010年长期规划纲要》强

调，贯彻“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

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

峰”的指导方针，形成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

格局。1996 年“技术创新工程”、1998 年“知识创

新工程”的启动，标志着我国开始构建中国特色

的国家创新体系[19]，其突出表现是从计划型创新

体系向计划市场混合作用的形式转变。“十五”时

期是实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关键时

期。《“十五”科技发展规划》提出，“提高科技持续

创新能力，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注重原始创

新、单项创新向集成创新转变，在提高科技创新

能力和促进产业技术升级两个层面进行了战略

部署。这一时期科技发展战略主要体现在：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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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依靠、面向、攀高峰”为战略指导，促进经济体

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实施科教兴国

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二是按照“稳住一头，放

开一片”的方针，优化科技系统结构，建立健全企

业技术创新体系，将技术开发体系以科研机构为

主体，调整为以企业为主体。三是发展高技术，实

现产业化，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坚持自主研发与引

进技术相结合。这一时期，不再单纯依靠技术引

进和模仿，开始注重自主创新能力培育，本土企业

逐步掌握了设计能力。然而，2000年中国国际竞

争力排名第 31位，比 1998年下降了 7位[20]。这说

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进入 21世纪，党中央把推进自主创新、建设

创新型国家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21]。胡锦涛提出“自

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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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

之路”[22]。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

坚持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2006年2月，国

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确定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

支撑发展、引领未来”[23]的指导方针，首次将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

撑。这标志着科技创新战略由技术引进向自主

创新的重大转变，开启了全面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的新纪元[24]。为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国家

计委和科技部联合发布了《“十一五”科技发展规

划》《“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这一时期，我国

科技发展战略主要体现在：一是以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为核心，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资源依赖型向

创新驱动型转变，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

系。二是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突出企业在国

家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注重产业共性关键技

术研发、推广。三是不再局限于引进技术，开始

重视技术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提高科技发展的国

际化程度。2012年中国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

口的比重为30.8%，高于美国20.2%、日本18.2%的

水平[25]，中国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大国、

制造业大国。这标志着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取

得了实质性进展。然而，中国2012年全球竞争力

排名为第 29位，低于美国第 7位、日本第 10位的

位次[26]，主要还是由于科技与经济结合问题没有

从根本上解决，原创性科技成果较少，关键技术

自给率较低。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伟大复兴中迈

向科技自主发展强国

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发

展动能不足凸显，粗放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

的核心位置”[27]，并且提出了将创新摆在首位的新

发展理念，将科技创新作为发展动能转化的引

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把科

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

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

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

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28]党的二十大报告在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

排中进一步指出，到2035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科技强

国”[29]。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对科技创新进行的重大战略决策，标志

着我们党对科技自主发展的认识从科教兴国到

科技强国的转变，开启了以科技强国引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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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建设的新篇章。这一时期科技发展战略主

要体现在：一是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加强原创性

引领性科技攻关，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二是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以国家战略性需求为导向推进

创新体系建设，加快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

战略科技力量，坚持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

“双轮驱动”。三是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的

战略支撑，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经过 10余

年的发展，我国科技创新从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

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科技实力正处于从

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

升的重要时期，成功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2021

年，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我国从2012年的第34

位跃升至第12位[30]，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作用和

地位发生了新变化。我国既是国际前沿创新的

参与者，也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贡献者。然而，

我国科技创新在高端人才、关键核心技术、原创

能力等方面还有不少短板弱项，建成科技强国任

重道远。

二、中国科技自主发展事业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回顾党领导中国科技自主发展的辉煌历程，

沿着科教兴国到科技富国、再迈向科技强国的历

史轨迹，考察了我国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到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再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的发展路径。进入新时代，中国科技自主发展

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和战略支撑作

用日益彰显，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

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转变，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的起点上，系统总结党领导科

技自主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历史经验，对于全面

建成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具有重

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党和政府制定的科技发展规划发挥了

主导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

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和《1963-1972年科学技术规

划纲要》，都是以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双重需求

为导向的追赶型规划。改革开放后的《国家中长

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提出

加强自主创新是我国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明确

自主创新就是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出发，加强原

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在引进先进技术基础上的消

化吸收再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国家创新发

展战略规划》，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

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

“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持之以恒加强基

础研究”，既考虑了为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

战略支撑，又要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提供动力保障。考察上述这些规划，不难发现，

党和政府制定的我国科技发展规划发挥了主导

作用。我们党既注重直接面向经济建设的短期

科技规划，也重视把握世界科技前沿发展态势，

在关系国家战略的基础前沿领域超前规划布局，

实施了“非对称”赶超战略。党和政府在各个时

期制定的这些正确科技发展规划，使得我国在加

强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强化原始创新、增

强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保持着可持续发展态势。

（二）举国体制和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出独特

优势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中国通过举国体

制在高技术复杂产业上建立起了初步的科技发

展能力，科学技术和制造业实现了由无到有的划

时代进步，为工业化和科技赶超奠定了重要基

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社会主义计划

经济体制向有计划商品经济转变，技术引进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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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直接投资逐渐成为中国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

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成为技术进步的中坚力量，

企业的技术吸收和设计能力协同提升。随着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在“市场换

技术”战略指导下，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创新体

系初步形成，科技创新由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

变。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展

开，我国围绕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统筹部署创新

链、产业链、供应链，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

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实现重大科技创新和科

技自立自强，创新引领发展的成效凸显。新型举

国体制能够有效结合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配

置资源的优势，发挥政府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和

市场激励的协同作用[31]。其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引导科技自主创新重点突破，实现跨越式

的科技创新方面，能够发挥独特优势和效能。无

论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举国体制，还是市场化和开

放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都能够将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政治优势转变为科技自主发展优势和效

能，为科技自主创新发展提供保障。

（三）科技自主发展与科教并举、人才战略相

得益彰

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 1978年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党提出“向科学进军”“知识分

子是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

战略，建立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取得了

“两弹一星”的重大成就。从 1978年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前，我们党提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

力的开拓者”，实施知识创新工程、科教兴国战略

和人才强国战略，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了坚实

基础。在此期间，我国普及了中小学教育，大力发

展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这也是实现科技是第一

生产力所必须的人才队伍保证。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们党提出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

略支撑、“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32]，全面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开启了

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

每一阶段，我们党都能围绕重大而紧迫的问题，牢

牢把握科教并举，科技研发与教育普及相得益彰，

并做出重大战略部署。在新时代，我国取得了从

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从科技创新大国

向科技创新强国的新跨越。

（四）注重科学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协同发展

回顾过去 70多年中国科技自主发展的辉煌

历程，中国从最初几乎全部依赖国外技术支援到

依靠归国科学家和自力更生建立起相对独立的

科技创新体系；由改革开放初期的技术引进到本

土企业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在市场应用过程

中不断形成再创新能力和正向设计能力，再到自

主创新战略驱动下企业原始创新能力的形成，我

们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自力更生的科技赶超路径。

我国本土企业技术吸收能力、正向设计能力和原

始创新能力的逐步形成和不断提升，是以科技开

放合作为前提和基础的。我国注重科学技术引

进与自主创新协同发展，最大限度用好了全球创

新资源，促进了创新资源双向开放和流动，逐渐

形成了内生的、自主的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科

技创新正从外源性向内生性转变。未来科技创

新的核心任务，是要在市场化和开放条件下提高

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在核心基础

原材料和核心零部件方面的自主供给能力，这是

我国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由科技大国向

科技强国转变的重要前提。

三、新时代中国科技自主创新发展事业的展望

“十四五”规划及未来一段时期，全球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我国科技自主创

新将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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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成科技强国，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重要目标。“十四五”规划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

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

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33]。科技自立自强与

自主创新一脉相承。新时代进一步发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提升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

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

必然选择。

（一）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

这就需要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一是充分发

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按照“四个面向”要求，强化

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科技领军企业等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

系整体实力和效能。二是秉持“开放包容、互惠共

享”理念，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积极融入全球

创新网络和国际产业链，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

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三是强化

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通过技术入股、股权奖

励、期权、分红等激励方式，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

引领支撑作用，推动行业龙头与中小微企业融通

创新，激发企业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以科技自主创新推进实现共同富裕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3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

国共产党领导科技自主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人

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

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推进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

条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擘

画了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

标，其中包括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

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

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35]。新时代新阶段，要把

科技自主创新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支撑，更

加注重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在高质量发展中

推进共同富裕。一是以自主创新推动数字经济

产业高速增长，为实现共同富裕夯实经济基础。

扎实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对集成电路、数字

安防、智能计算、网络通信等标志性产业加大研

发力度，特别是要加大基础研究“补短板”，加速

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破解“卡脖子”难题，打造核

心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二是以自主创新推动

绿色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开辟绿色低碳发展路

径。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抢

占全球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制高点，强化绿色技术

创新方向引导，围绕清洁生产、清洁能源、节能环

保、城乡绿色基础设施等领域，开展绿色关键技

术的研发、推广、转化与应用，助力生产生活方式

绿色低碳转型。

（三）以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的战略安排、2035年的总体

目标以及本世纪中叶的远景目标。我国正处于

高质量发展阶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

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亟待依靠科技

自立自强增强科技供给质量，实现“两步走”的战

略目标。同时，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亟待依靠科

技自立自强锻造更加安全稳定的产业链创新链，

这是确保我国新发展格局新优势的关键。科技

自立自强是建设科技强国和现代化强国的必然

选择。科技强国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核心内容，

也是前提条件。面向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科

技、文化、安全等格局将发生深刻调整，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面临的环境复杂严峻。只

有以自立自强作为奋斗基点，把科技发展的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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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推进我国科技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自主创新支撑并引领

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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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Experience Enlightenment of the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New China

GUO Xuhong, LI Yifan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roughly gone through three stag⁃

es: from 1949-1978,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serves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in⁃

dustrialization; from 1978-2012, i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explore the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build an innovative country; Since the new era, China has moved towards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great rejuvenation. The Party's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leading

China's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cludes: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

ment plan formulated by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has played a leading role, and the national system and

the new national system have played their unique advantage, and the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lements science and education and talent strategy,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ordinated de⁃

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and independent innovation.

Key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Scientific management system; Independent innovation;

New nation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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