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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中国科技现代化的发展是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章阐明了科技现代化概念，通过

对新中国科技现代化重大进展和重大事件的梳理，将新中国科技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历程分为5个阶段：新中

国科技现代化的奠基和成长（1949—1976年）；改革开放时代的转型（1977—1994年）；科学技术体系的结构

调整与改革（1995—2005年）；科技现代化的体系建设（2006—2020年）；面向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科技现代化

发展（2021年以来）。最后，文章对75年来新中国科技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做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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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科技现代化的发展是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

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

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

界先进水平①。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

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

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

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1]进入新时代以

来，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宏伟目标。2024年6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

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的

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

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②因此，

对中国科技现代化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和实践意义。本文在阐述科技现代化概念的基础上，

修改稿收到日期：2024年10月6日；预出版日期：2024年10月9日

① 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提出 . (2009-09-16)[2024-07-30]. https://www.gov.cn/jrzg/2009-09/16/content_1418909.htm.

② 习近平 . 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 . (2024-06-24)[2024-07-15]. https://www.gov.cn/

yaowen/liebiao/202406/content_69591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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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中国75年来科技现代化之路做一探讨，对成功经

验做一总结。

1 科技现代化的概念

1.1 现代化的概念

现代化是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的历史

过程，以科学革命和工业化为主导，涉及经济、政

治、文化和社会等多个领域的变化和进步[2,3]。现代化

源于西欧的现代化，后扩展到世界所有其他国家。现

代化是一个历史的世界性概念，其普遍性不局限在某

一区域和国家的特殊性质，而是人类社会共有的。现

代化是一个仍在进行的过程。

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的过

程：其一，从现代化的外部标准深入到现代化的内在

属性——现代性的认识。现代性是指那些在技术、政

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的国家所

共有的特征。现代化则是指社会获得上述特征的过

程，这些特征如工业化、民主化、法治化、都市化和

教育普及化等[4]。现代性更深的意义表现在哲学和价

值层面。例如：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性就是合理

性，是一种全面的理性发展过程；哈贝马斯认为自由

是现代性的核心，现代性形成的关键在于建立公平合

理的权利关系[5]。其二，现代化理论所述的工业化进

程与某些普遍的社会政治转型紧密相连，但转型不是

线性的，既非文化决定论，亦非经济决定论[6]。简言

之，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有共同的属性，但发展之路各

不相同。

1.2 科技现代化

科学技术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最为

普遍认可的是知识的积累和获得它的理性解释方法，

这一内容处于现代化过程的核心位置[2]。开始于 16世

纪的科学革命，不仅在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

学与化学等各学科均取得突破性的进步，改变了人类

对于自然和宇宙的认识，而且还影响人们的生活价

值。技术发展与科学日益紧密结合，广泛应用于人们

的生产和生活，带来工业革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提高公共事务的管理水平，改善人民的生活质

量，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同时，

现代化的各方面发展也对科学技术提出了需求，为科

学技术提供了支撑和条件。

在促进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科学技术自身的现

代化也不断发展。从科学活动来看，从哥白尼到牛

顿，与传统科学相比，现代科学不仅奠定了科学研究

的自然观和方法论，而且形成了科学家角色和科学共

同体，科学开始从其他文化现象更明确地独立出来，

成为一种职业行为，成为一种社会建制 （social 

institution） [7]，从而超越了历史上各文明区域所出现

的传统科学技术活动因缺乏专门的科学家角色而不能

连续演进的局限，获得自主性成长。

关于科技现代化的研究，目前学术界着重论述科

技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8-10]，对科技现

代化本身的内涵基本上没有涉及。本文以科学社会学

的理论思想为指导，基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对科

技现代化做一探讨。

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视角来看，科技现代化可以理

解为促进科学技术前沿发展和应用或适应科学技术发

展趋势的制度安排、组织形式和物质基础。例如，19

世纪末到二战前，科技现代化的主要组织形式是研究

型大学和大企业的研究机构；二战之后，国家实验室

和大科学设施成为科技现代化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

科学技术与国家各个领域的活动联系日益紧密，国家

层面的科学技术与其他领域的协调机制在当今成为科

技现代化重要的要素。科技现代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

概念。

世界各国科技现代化具有共同的属性，但发展路

径各不相同。具体地说，科技现代化普遍包括以下 6

个方面内容。

（1）体制化。即科学和技术作为一种社会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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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社会和组织设置的内部成长过程和定型程度，

主要有科学技术在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和其他社会

组织及政治体系（科学决策与咨询）中的体制化。科

技体制化包括科技活动价值和行为规范的确立、科技

活动组织的建立及科技活动与其他活动相适应与协调

的机制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2）职业化。包括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成长与培

训机制，科技界内部职业标准控制，科学家和技术专

家的职业服务和报酬，科学和技术共同体的科技奖励

系统，科技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等。作为科学和技术

共同体重要载体的科技团体，在推动科技交流和分配

科技奖励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3）组织化。即各种科学技术活动的不同组织和

协作方式，包括队伍组织、资源配置、资助模式和管

理机制等。

（4）工具化。指科技活动的工具和基础设施，主

要有观测和实验基础设施，包括大型实验基础设施

（大科学设施）、科研仪器、中试平台，以及知识资源

和基础设施、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等。

（5）国际化。世界各国科学家在共同的前沿（如

高能物理、合成生物学）、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如

环境、健康、能源等）以及重要技术领域等方面开展

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科技人才、信息和资源的跨界流

动等。

（6）制度基础和文化环境。包括有关科学技术活

动的法律、规则、制度安排等，激励科学创造和技术

创新的文化环境。

概括地说，科技现代化主要表现在科技体系、科

技活动的组织形式、科技基础能力和制度环境等几个

主要方面。对这几个方面的主要属性和指标的进一步

深入研究和阐释，可以为衡量科技现代化的水平提供

依据，并进行国际比较。例如，对科技体系的现代

化，可以从力量布局、要素配置、人才队伍和整体效

能等几个方面比较衡量；对国际化可以从科技协议签

订、加入国际组织、国际合作项目、国际科学论文、

科技人员跨界流动等主要指标定量来衡量。科技现代

化的水平决定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对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的促进和支撑能力。

科技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是相互作用的。

国家现代化的发展为科学技术提出了需求和发展环

境，科技现代化为国家现代化提供发展的动力和

支撑。

2 新中国科技现代化的主要发展历程

中国的科技现代化是随着西方近代科学传入、洋

务运动引入西方先进技术和建设近代工业开始的，到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科学社团（如中国科学社）和科

学研究的体制化得到发展。新中国的科技事业继承了

前辈科学家留下的宝贵遗产，把科技现代化推向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从科技现代化的角度，可以对新中国

科技发展获得更为系统的认识。

根据上节提出的科技现代化的思想，本文通过对

新中国科技现代化重大进展和重大事件脉络的历史梳

理和分析，对新中国科技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历程做一

探索。

2.1 新中国科技现代化的奠基和成长
（1949—1976年）

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 1976 年，

中国科技现代化发展以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导向，

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建立了科技体系和科技活动的

组织方式，为国家发展和国防建设起到巨大的支持和

促进作用。

2.1.1 科技工作的基本方针和科研体系的建立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科学技术基础薄弱，因此

采取建立以中国科学院为中心的科研体系，以集中科

技资源、解决国家发展的关键问题。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其在原

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组建，接收原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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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下属的24个研究所，并调整为

15个单位。之后，中国科学院不断增设研究机构，到

1955年全院研究机构共有44个[11]。为加强中国科学院

的学术领导，学习苏联经验，中国科学院于 1955年 6

月成立学部。

“中国科学院的成立，标示了中国科学工作的新

的历史阶段的开始”。1950年 6月 14日，政务院给中

国科学院的基本任务指示中明确：“确定科学研究为

人民服务的观点，力求科学研究与实际密切配合，

……强调科学研究的计划性和集体性。”[12]提倡科学

为人民服务，科学研究与国家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

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科技工作的基本方针。

1951—1953年，根据我国经济建设需要，以加强

工科院校为主，国家对全国大学院系进行调整，使大

学在院系设置上基本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使专业人

才的培养大踏步前进了一步。

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及后来发展起来的政府各

行业部门科研机构、地方科研机构和国防科研机构构

成新中国科研体系的 5个主要组成部分，也称“五路

大军”。

2.1.2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的召开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几十年中，自然科学学术团

体已经在中国逐渐兴起。在1949年，全国已有各类自

然科学学术团体近40个。1950年8月18日，中华全国

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以下简称“科代会”）召

开，出席会议的各方科学机关代表 469人。会议决定

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 （以下简称

“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以下

简称“全国科普协会”）。科代会结束后，1950年8月

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

人民科学工作》充分肯定了科代会的召开，发出人民

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科学工作的信号。这次会议

的重要意义在于加强了科学界的团结，为贯彻党和政

府倡导的科学为人民、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起到了重

要的促进作用[13]。“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协会”

成立后，在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方面和科学普及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8年，“全国科联”改称中国

科学技术协会。

2.1.3 向苏联学习——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访苏

新中国成立伊始，即确立了向苏联学习的方针。

之后，中国大量向苏联派遣留学生，中国专家赴苏联

开展科技交流。中苏科技交流陆续展开，逐渐走向深

化。1953年，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对苏联的访问是

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标志性事件。访问取得了很大的

收益，将苏联科学院的主要经验总结为 4个方面：中

心环节是培养干部；有目的、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

研究工作；各科学机构之间既有明确分工又互相配

合，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培养健康的学术风气[14]。

这 4 个方面，特别是培养干部和制定科学研究计划，

对我国科学技术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55年，苏

联科学家首次访华，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及为经济

建设服务、促进中苏两国科学技术的合作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

2.1.4 科学奖励制度和研究生培养制度的建立

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基础薄弱，大力培养科技

后备人才成为共识。同时，当时中国无条件建立院士

制度，国家也没有设荣誉的或物质的奖励，不利于发

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需要加以改变。1954

年，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决定建立研究生条例与科学

奖励条例起草委员会，委员会相继完成《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暂行条例》和《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

例》。1955年8月5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7次会议通

过两个条例，由国务院发布实行，这是新中国第一次

有关培养高级科技人才和科学奖励的法令，两者都是

学习苏联先进科学工作的成果[13,14]。

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的评选工作于1955年9月正

式开始，1956年底评奖工作完成，1957年正式公布。

按照严格的评奖程序，从419项申报项目中评出3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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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奖[14]，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26项。

得奖项目有不少是科学家多年的劳动成果，工作堪称

国际先进水平。此次奖励是新中国首次颁发的国家科

学奖励，评奖相对严格而民主，不仅对科学界产生了

重要的影响，而且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13]。

1956 年 1 月，中国科学院举行研究生入学考试，

录取考生 72 人。之后，经过曲折发展，从 1962 年开

始，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所培养单位数量和在学研究

生人数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1966年前，中国科学院

已成为中国研究生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研究生

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文化大革命”后取得了卓越的

成就，并成为其所在领域的学科带头人[15]。

科学奖励制度是对科学家贡献的承认，保障科学

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卓有成效地运行[16]，世界各国都设

有各种科学奖励制度。研究生制度则是科学事业持续

发展的支撑。1955年科学奖励和研究生制度的建立是

新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两项战略决策[14]。

2.1.5 科学技术规划模式：按国家需求规划和组织科

学研究

随着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国家五年计划的顺利实

施，1954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到1967年基本上完成

国家工业化的目标，这对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

了很高的要求。新中国初期科学技术发展虽然取得很

大的成就，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很落后，迫切需

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1956年 1月，周恩来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

议上作报告，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提出制

定“1956年至 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

《十二年规划》）。周恩来在这篇讲话中提出制定《十

二年规划》的指导思想是：“在制定这个远景计划的

时候，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成

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

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

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

来，使十二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

以接近苏联和其他大国。”[17]随后，国务院成立了高

层次的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规划的制定工作。在中

国科学院、各产业部门、高等教育部门等本部门规划

的基础上，由中国科学院学部组织全国 600多位科学

家综合讨论，广泛听取各部门的意见，并征求苏联科

学家的意见，完成规划的制定。

面对满足国家发展需求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目

标，《十二年规划》的指导方针确定为“重点发展，

迎头赶上”，确定了“以任务带学科”的组织方式，

即以解决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对于科学技术的需求为

主要目标，同时带动学科发展。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规划模式，与苏联以学科为导向的规划不同。规划共

确定了57项重要任务，下分616个研究课题。每项任

务或研究课题详细说明了研究实验的内容、解决问题

的途径、完成的期限、负责单位和协作单位。规划还

包括建立科研机构、培养干部和国际合作等内容，明

确了中国科学研究工作的体制。

按照科技规划的任务和组织方式，重大科技项目

采取协作攻关方式，其特点是顶层设计，集中优势力

量，分工协作，完成关键技术的攻关。例如，首台大

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04机）研制的协作攻关[13]。

《十二年规划》“勾画出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蓝

图，有了一个总的发展方向，展示了前景，鼓舞了人

心”[18]，统一了思想，使国家各部门、各地方的科技

工作在国家的统一目标之下，并加强相互协作和配

合，使中国科学技术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走上现代

化的发展道路。

《十二年规划》提前5年完成。它的成功实施使中

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大幅提升，大大缩小了与世界先进

水平的差距；解决了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迫切

需要解决的一批科技问题，一系列新兴的技术如原子

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和计算技术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改变了中国科技教育陈旧的知识状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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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重要学科如核物理、空间技术、计算机技术等在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刚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立

起来，都是当时科学发展的最前沿领域，在当时世界

科学技术的各个先进领域里面，中国科研人员都开始

进入[19]。科研机构迅速建立起来，研究队伍大大增

强[20]，确立了中国现代研究体制和管理体制。

2.1.6 科研工作指导方针确立：《科研工作十四条》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反右”中的左倾做法和

“大跃进”的浮夸风给科学界带来了很大困扰和损失。

为了纠正这些政策及实际中的错误，党中央提倡大兴

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解决实际中存在的问题。1961

年 7月，基于广泛调研和征求意见，国家科学技术委

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央提交《关于自然科

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

《科研工作十四条》）报告，得到中央同意。《科研工

作十四条》重申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明确科研机构

的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保证科学研究的时间，从

实际出发制定和检查科学计划，发扬敢想、敢说、敢

干的精神，坚持科学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性和严密

性，改善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11,13]。《科研工作十四

条》被认为是新中国科研工作发展继“向科学进军”

之后的第2个关键点[21]。《科研工作十四条》的贯彻实

施对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科

研工作迅速走上正确的轨道，保障了《十二年规划》

的顺利完成[14]。《科研工作十四条》被认为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的全面总

结，是研究机构应该遵守的“科技宪法”[11]。

2.1.7 十年规划：自力更生，迎头赶上

1963年12月6日，在《十二年规划》所确定的主

要任务基本完成的基础上，中国制定了第二个国家科

技发展规划——《1963—1972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简称《十年规划》）。当时中国面临的形势严峻：经

历了连续 3年的自然灾害，国家处于困难时期；苏联

单方面撕毁合同，从中国撤出专家；国际上对中国封

锁。因此，《十年规划》提出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

是“自力更生，迎头赶上”。在任务的安排上，规划

提出了“打基础，抓两头”。“抓两头”就是“一是农

业和有关解决吃穿用问题的科学技术，一是尖端技

术”。围绕着这“两头”，全面组织各个学科、各门技

术的工作[22]。

《十年规划》进一步加强了科学技术与国家需求

的联系。从1963年开始执行起，到1966年6月，全国

科技工作者努力开展《十年规划》规定的研究，取得

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科学技术水

平。在国防科研和工业方面，为“两弹一星”的成功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满足经济建设需要方面，设计

试制了一批高精尖设备，如电子计算机、射电望远镜

等，设计建造了像攀枝花钢铁基地、成昆铁路、万吨

远洋轮等工厂、铁路及其成套设备。完成了全国耕地

土壤普查、病虫害防治等许多试验研究项目。在基础

理论方面，在数论、计算数学、基本粒子、核物理、

构造地质学等领域，都做出了一些受到国际科技界重

视的、水平较高的成果。例如，1965年中国在世界上

第一个完成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22]。

2.1.8 “文革”中的科学技术

1966—1976年的“文革”对我国科学技术造成了

极大的冲击和损害。在困难的环境中，中国科学技术

工作者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奋斗，仍然取得不少高水平

的科技成果，包括：人造卫星的发射、收回，氢弹的

爆炸，华北等地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南京长江大

桥的建成[22]。袁隆平1964年成功选育出一株雄性不育

水稻，经过无数实验，1974年成功培育出品质优良、

可大面积推广的杂交水稻品种。20世纪 70年代初期，

陈景润完成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的世界难题。

屠呦呦于 1969年领导的“523”抗疟药物研究项目团

队，在1972年从青蒿抗疟有效部位中分离提纯抗疟有

效单体青蒿素，成为2015年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主要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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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国际科技合作——中苏科技交流与合作

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 17年（1949—1966年），中

国的科技合作主要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发展

中国家开展。在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前，中苏科技交

流合作对中国的科学技术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作

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学生留学

苏联是新中国成立后与苏联开展的重要科技交流活动

之一，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的高级科技人才。两国开

展的学术交流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苏联援建

的“156工程”的实施帮助了中国工业技术和工业体

系的发展[13]。

民间国际科技交流从一开始就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在 20 世纪 50 年代，通过民间科技交流与合作，

疏通与西方国家（英国、法国、加拿大等）的联系；

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通过民间科技交流，发展同

西方国家的关系，重要的有中日民间科技交流、中美

民间科技交流。

2.1.10 小结

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 1976 年，中国科技现代

化发展以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为始，结合中国的国家发

展需要和实际国情，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之路，即以服

务国家建设和发展为目标，通过国家统一的规划指导

和组织而开展科学技术活动，形成了中国的科学技术

体系，取得一批令世人瞩目的科学技术成果，显示出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如龚育之所指出的：“中

国于50年代中期在世界上最先制定国家的全面的科学

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采取几大紧急措施有效地发展新

技术，以及在经济和科技力量都比较薄弱的情况下，

用较少的钱，以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速度研制成功

‘两弹一星’，这些也曾使世界瞩目，是中国社会主义

的胜利”[23]。1956年《十二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使

中国科技现代化迈上了新阶段。1956—1966年被称为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代[14]，科技工作取得的一

系列突出成果为后来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时，一批留在国内的优秀科学家，以及新

中国成立初期到规划制订期间从海外回来的 3 000余

位科学家，对规划的制定和成功实施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

《十二年规划》的成功实施，以及随后“两弹一

星”研制的成功，创造了后来所称的“科技举国体

制”模式，“其特点是以政府为主导，动员全国力量，

规划科学和技术的重点，按照任务导向的模式动员物

质资源和指挥科研力量‘攻关’。科技举国体制体现

了在一个宏大目标激励下的团结精神和奋斗精神，显

示出巨大的制度优越性”[24]。科学和民主精神在这一

时期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周光

召[25]在总结“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时指出：“大协

作和科学精神是成功的关键”，“‘两弹一星’的研制

成功还是真正地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的样板”，“学术民

主、自由讨论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没有科学民主的

精神追求，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不会如此迅速地

突破”[26]。

但是，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和

缺点：高度的集中管理和单一计划调节，行政部门占

主导，缺乏竞争，科技工作与经济建设结合不紧密，

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另外，由于历

史的原因，从开始“一边倒”地学习苏联，忽略了欧

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

2.2 改革开放时代的转型（1977—1994年）

1978年 3月，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带来了“科学

的春天”，标志着历史转折的开始。邓小平在全国科

学大会开幕式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

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强调：“四个现代化，关键是

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为之后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指

明了方向。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中国的科技现代化

发展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和面向世界开放转型。改革

使中国的科技事业不断焕发出活力，对外开放给中国

科技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新的要素，促进了改革的

1684



新中国科技现代化之路探析

院刊 |

深化。

2.2.1 新时期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促进科技与经济

的结合

改革开放前夕，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的地位和作用引起了重视。为促进科学技术的迅速

发展，国家决定制订新的科技规划。此时，看到与国

际上重新拉大的差距，科技界产生强烈的紧迫感。而

当时经济上出现明显的冒进倾向，也影响到科技界。

经过准备，1977年12月—1979年1月，国家科学

技术委员会组织讨论制定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

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简称《八年规划》），提出了宏

伟的发展目标，对自然资源、农业、工业、国防、交

通运输、海洋、环境保护、医药、财贸、文教等27个

领域和基础科学、技术科学两大门类的科学技术研究

任务，做了全面安排，从中确定了 108个项目作为全

国科学技术研究的重点。规划的制订反映了当时中国

科技界急于弥补“文革”10年损失，尽快赶上世界先

进水平的迫切心情，对国民经济和科技水平的估计过

于乐观，在规划的目标上表现出要求过高、规模过大

的倾向，不切实际，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经济建设结合

不密切[27]。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做

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

决策。随之，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作也发生了历史性转

变。1980年12月底，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召开全国科

学技术工作会议，对在科学技术目标、事业规模、发

展速度、管理体制上的“左倾”影响进行了清理，明

确提出了新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针，包括以下 5个方面

的内容：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应该协调发展，并把

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着重加强生产技术的研

究；必须加强面向工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技术开发和科

研成果推广工作；保证基础研究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

有所发展；把学习、消化、吸收国外科学技术成果作

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重要途径[21]。

1982年，中央提出“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以下简称“‘依靠’

和‘面向’”）的方针，成为新时期国家科技发展的

指导方针。

2.2.2 《八年规划》的调整和科技攻关计划的诞生

根据“依靠”和“面向”的方针，1982年，国家

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对《八年规划》进

行了调整，经过反复论证，选择农业、食品及轻纺消

费品、能源开发及节能技术、地质和原材料、机械及

电子设备、交通运输、新兴技术、社会发展等 8个方

面的 38个项目、114个有重大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的

科学技术课题，制定了《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科

学技术攻关项目》，经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后开始

实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由此，诞生了第一个国家

指令性研发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22]。

国家科技攻关计划是中国第一个具有高度综合性

和可操作性的研发计划，标志着中国的科技管理逐步

从以科技规划为核心，转变为以一系列中期和年度科

技计划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方式。随后，伴随着科技体

制改革深入进行，1985年之后中国陆续出台了10多个

主要的国家科技计划，成为国家支持和发展科学技术

的主要方式。

《八年规划》制定的目标过大、脱离实际，除了

主观的因素，还有客观上的原因。相比于《十二年规

划》是确定和发展某些中国完全没有的自然科学重要

学科和关键技术，《八年规划》则是在已具有的学科

和技术基础上，确定这些学科和技术的发展趋势及其

与经济相结合[28]。这两者的科学技术活动特点也不一

样，前者是目标导向的科学技术，而后者是科研与生

产部门的组织联系，对中国还是一个新的课题。

2.2.3 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展科技合作

1978年，中法科技协定的签订开辟了中国与西方

国家政府间科技合作的先河。1979年1月31日，邓小

平副总理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中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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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科技合作协定；同时，方毅副总理与美国能源部长

施莱辛格签署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议定书》。从此，

中国开始与欧洲发达国家、美国、日本等开展逐渐深

入的科技合作，与世界更多的国家开展科技合作。迄

今，中国已与世界 16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

关系。国际科技合作成为中国科技现代化建设的一项

重要内容。国际合作使中国科学技术进入世界前沿，

促进中国科学加入国际和全球研究计划，学习和借鉴

世界先进的科技管理经验，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

发展[29]。

2.2.4 大科学的发展——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

改革开放带来的第一项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国际

科技合作成果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中国科

学家在整个过程中贡献了自己的设计、技术和创造。

同时，在《中美高能物理合作议定书》框架下中美开

展的合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培养和锻炼了大批加速

器建造和实验室的骨干；确定了我国加速器的方案；

为初步设计顺利完成提供了保障；加快了元器件的采

购；来访专家帮助解决了一些关键技术问题；丰富管

理大型实验室的经验，促进了科学管理水平的提

高[30]。其中，李政道先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京正

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质量居国际先进行列，它的建成

奠定了中国在国际高能物理界的地位。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

高技术，在世界上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现在

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

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

展。搞这个工程就是这个意思。”[31]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成（1988年），带动了

国家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投入。1986—1995年的10

年间，我国投资9.72亿元建设了14个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32]。今天，中国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处于世界

前列，在科学前沿探索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暗物

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

2.2.5 科技体制改革启动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部分省市的科研单位

开始试点改革，主要内容有：扩大自主权和发展横向

联系；试行科研责任制和合同制；对外有偿服务；科

研成果有偿转让等。在这些探索的基础上，1985年 3

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

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面启动科技体制改

革。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是通过改革拨款制度，按照

不同类型科学技术活动的特点，实行经费的分类管

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开拓技术市场，促进科技与

经济结合。调整科研机构的组织结构，扩大研究所的

自主权，实行所长目标责任制，改革科技人员管理制

度。“科技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科学技术成果迅

速地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使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得到

充分发挥，大大解放科学技术生产力，促进科技和社

会的发展”[33]。

当时，我国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市场化刚刚起

步，缺少市场需求对科技发展的拉动，而科技发展如

何面向经济建设，也是一个新的课题。各部门、各单

位按《决定》提出的各方面的目标努力探索，克服困

难，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例如，1987年，为深入推进

科技体制改革，中国科学院提出了“把全院的主要科

技力量投入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

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跟踪”的新办院方针，

实行“一院两种运行机制”（简称“一院两制”） [34]，

促进了科技与产业发展的结合。

2.2.6 支持基础研究的制度建设——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的建立

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从此自然

科学基金作为支持基础研究的制度开始在中国正式建

立，成为中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要渠道。

自然科学基金引入中国，源于89位学部委员（院

士）给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建议。1982年，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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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成立，开始科学基金的试点工作。中国科学

院科学基金参考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初步

形成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基金申请、拨款机

制[35]。“1982—1985 年，共资助了 4 400 余项创新性、

探索性强的研究项目，资助金额超过了 1.7亿元。这

段工作实践证明，科学基金制是一种充满活力，促进

公平竞争，适合基础研究特点，适应我国进一步开展

科技体制改革要求的科研管理体制。”[36]在试点成功

的基础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2011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25周年之际，科学基金

资助与管理绩效国际评估专家委员会对其绩效展开全

面评估，评估报告认为：“基金委为中国在科技领域

的快速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基金委所发挥的作用

是中国科技进步的关键因素之一。”

自然科学基金制在中国的引入、成长和发展是改

革开放的一项重要成就。它明确了基础研究的核心价

值，肯定了科研人员自由探索精神和公平竞争精神在

促进基础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塑造了中国整个科研体

系的价值观。

2.2.7 科技型民营企业的涌现和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

建立

改革开放的一个直接效果是带来了民营科技企业

的产生和发展。1980年，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科研

人员陈春先率先创立民办实业机构；1984年，柳传志

带领10位中国计算机科技人员创业，公司命名为“联

想”。1985年，中国科学院与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创

办了我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深圳工业

园。1988年5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我国第一个国

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

验区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基础上诞生；同年８

月开始实施“火炬计划”。之后，科技民营企业不断

涌现，为中国科技事业注入新的活力，在中国科技现

代化中起到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2.2.8 面向国际科技前沿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863”计划）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

材料等为代表的高技术在国际竞争中发挥着日益重要

的作用。1983年，美国提出“战略防御倡议”（即“星

球大战计划”），欧共体和日本推出相应的战略计划。

1986年 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和陈芳允

等 4位科学家认为中国也应采取有效的对策，为此给

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中国

高技术的建议。这封信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高度重

视，指示立即组织部署。经过国务院组织 200多位有

关专家和学者的全面论证和反复修改，形成计划方

案，经中央批准，中国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以下简称“863”计划③）于1987年开始实施。从此，

“我国高技术领域的研究进入一个以国家规模有计划

有组织发展的新阶段”[37］。

“863”计划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① 在重要的

高技术领域，通过“跟跑”缩短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

整体差距，积累起我国自己的能力，为后来的“并

跑”和“领跑”奠定了基础；② 培养、造就和凝聚了

新一代高技术人才队伍，成为中国高技术后来发展的

中坚力量；③ 在管理上，引入专家管理体制，给科学

家更大的自主权，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地区和行业的

障碍，促进了中国科技体制的改革④。

“863”计划的实施取得突出的成就，影响深远。

今天代表中国科技水平的重大成果，“从载人航天的

神舟飞船，到深潜入海的‘蛟龙号’；从解决粮食自

给的超级杂交水稻，到便捷出行的高速列车、新能源

汽车，……‘863’计划是一个共同的起点”[38]。

③ 因该计划最初源自王大珩等 4位科学家于 1986年3月提交给中央的建议，因此被称为“863”计划。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十五”863 计划：从跟踪到创新的跨越 . (2006-05-08)[2024-07-15]. https://www.most.gov.cn/ztzl/

863cj/863cjztqk/200605/t20060508_341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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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的制度化和院士制度的

建立

1984年，国务院正式明确中国科学院学部是国家

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在关系到国家长远

利益、影响全球、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薄弱环

节等重大问题和许多社会发展的重要决策方面，学部

委员（院士）咨询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中国科学院学

部的咨询主要分为两个方面：① 提供咨询建议。改革

开放以来，对我国科技改革和创新方面的一些重要举

措都是院士提出建议的，如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的试

点、“863”计划的实施和推动中国工程院的成立

等[39]。② 评估咨询。重大科技政策和科技计划请中国

科学院学部咨询和评议已成为一项制度，如1990年学

部受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委托评议《中长期科学技术

纲要及纲领》。

1994年 1月，国务院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

员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在1994年6月召开的第

七次院士大会上，通过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

2.2.10 科技法律体系初步成型

1987年6月23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

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分别发布了多项配套法规文件。

1993年10月，中国制定了第一部科学技术的基本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为国家

科技法制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

科学技术进步法》于2007年和2021年两次修订。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为基础，

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科技法律法规。在鼓励和规范科技

成果转化和技术交易方面，1996年颁布实施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1999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吸收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

合同法》的内容，为技术交易活动提供了法律规范。

在保护科技创新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

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对发明创造者权益予以全面

保护。

1999年5月23日，国务院颁布《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条例》，对 1978年以来我国恢复和重建的国家科技

奖励制度实施重大改革，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构成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五大奖项，更好地发挥科技奖励的作

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在 2003 年、2013 年、

2020年3次修订。

2.3 科学技术体系的结构调整与改革
（1995—2005年）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把中国的改革和

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1995 年 5 月 6 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颁布，提

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1996 年，国务院发布

《国务院关于“九五”期间深化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

决定》，提出“科技体制改革以独立科研机构特别是

中央部门所属科研机构为重点。……通过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促进科技资源合理优化配置，使科研机构形

成合理布局”⑤，这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体制改革进

入结构调整时期。

2.3.1 新的政策思想——国家创新体系思想的引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和政策界对科技体制

改革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20世纪90年

代，对国家创新体系思想的学习、消化和吸收进一步

为科技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参考。重要的事件是1995

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与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

（IDRC）联合开展“中国科技体制十年改革评估”项

目，把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正式引入中国科技政策

界[40]，产生相当大的影响。1996年，随着知识经济在

⑤ 国务院关于“九五”期间深化科学枝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 (1996-09-15)[2024-07-15]. http://www.reformdata.org/1996/0915/4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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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热”起来，国家创新体系的思想在学术界和政

策界成为一个热议的题目，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应用蓬

勃展开，为中国科技创新的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

2.3.2 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

1997年12月，中国科学院向党中央提交了《迎接

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得到中

央批准。1998 年，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开始实

施。知识创新工程明确了新时期中国科学院的发展目

标和基本任务，探索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包括：

改革人事制度和资源配置制度，改革研究所评价体系

和科技奖励制度，制定颁布《中国科学院章程》，调

整和优化科技布局结构，创新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对外合作开放[41]。知识创新

工程的实施，取得了突出的成效，并带动和影响了国

家其他部门科研机构和大学的改革。

2.3.3 研究型大学建设

1995年，中国开始正式实施“211工程”⑥，旨在

提高高等学校办学的整体实力。1999年，国务院批转

教育部《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985 工

程”⑦正式启动建设，旨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985

工程”一期建设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始实施。

2004年，国家启动了“985工程”二期建设，列入该

工程建设的学校共39所。“985工程”促进了中国研究

型大学的成长。

2.3.4 科研院所调整

1999年 2月，国务院决定对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管理的原10个国家局所属的 242个科研院所进行企业

化转制。2000 年 10 月，建设部等 11 个部门 （单位）

所属的 134个技术开发类科研机构也相继实施了企业

化转制。2001 年，开始公益类科研机构分类管理改

革，248个研究机构分3批改为非营利机构，转为企业

或并入大学[11]。研究院所的大规模转制，直接为国家

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但也削弱了关键共性技术的

研发。

2.3.5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计划”）

1997年 6月 4日，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

决定要制定和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

随后由科学技术部于 1998 年开始组织实施为期 12 年

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计划”（以下简

称“973”计划⑧）。制定和实施“973”计划是党中

央、国务院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

战略”，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工作做出的一项重要决

策。“与一般学科规划不同，‘973’计划着眼于国家

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中的重大需求和瓶颈问题，以及

科技自身发展的前沿关键问题，为解决前沿问题和发

展相关的技术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支撑”[42]。选择的

领域包括农业、能源、信息、资源环境、人口与健康

和材料等 6个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领域，后又增加

了一个方面——综合交叉与重要科学前沿领域。这

样，形成了“六个领域”和“一个方面”构成的

“973”计划。“973”计划是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

2008 年 10 月，在“973”计划 10 周年纪念大会

上，时任科学技术部部长万钢从 4 个方面总结了

“973”计划的成效：“一是促进基础研究与国家战略

需求的结合，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科学问题；

二是推动基础研究快速发展，显著提升我国科学研究

⑥ 即面向21 世纪重点建设 100所左右的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

⑦ 1998 年 5 月 4 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 100 周年大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向全社会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教育部决定在实施《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

兴行动计划》中，重点支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等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并以江泽民在北京大学 100

周年校庆的讲话时间（1998年 5月）命名为“985工程”。

⑧ 该计划是于1997年由原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决定制定的，因此得名“973”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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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三是凝聚众多国内外优秀人才，形成我国基础

研究骨干团队；四是坚持管理创新，探索面向国家目

标的基础研究计划管理模式”[43]。“973”计划还促进

了学科交叉研究，引领了行业理论和技术的发展，促

进了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

2.4 科技现代化的体系建设（2006—2020年）

2006年开始实施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

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以下简称 《规划纲

要》）提出了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

布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的意见》（2012年）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2016年）都把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中

国的科技现代化发展进入体系化建设阶段。

2.4.1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

2006年开始实施的《规划纲要》是继《十二年规

划》之后，又一个成功实施的中长期科学技术规划。

《规划纲要》提出了未来 15年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是

“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提出

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目标，并安排了总体部署、

战略重点、研究计划和重大专项，把科技体制改革与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与改革开放

初期的《八年规划》相比，《规划纲要》的制定和实

施建立在十分稳固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

建立，工业基础和各学科已经充分建立起来，中央、

部门、行业和地方已经建立多元化的科技计划管理体

制，在科技和经济上已经形成全面的国际交流与合

作。规划的制定开展了充分的战略研究，有 2 000多

位科技专家及经济、社会科学和企业界人士参与了涉

及国家未来发展全局的20个专题的战略研究，并由中

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评估，

向科技界和社会广泛征求意见，为规划的制订提供了

坚实的基础。

《规划纲要》通过五年科技规划、重大专项、研

究计划和配套措施等政策工具实施，并对各部门和地

方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取得了重大成功。

2.4.2 重大专项的实施

2006年的《规划纲要》确定和实施了16个重大专

项，涉及信息、生物技术等战略产业领域，能源资源

环境和人民健康等重大紧迫问题，以及军民两用技术

和国防技术。重大专项的实施取得很大的成功，如载

人航天与探月工程。

重大专项的实施需要集中国家相关各方力量，分

工协作，被认为是新形势下科技举国体制的一种表

现。由此，关于新型科技举国体制的探讨成为一个重

要的题目，从学术界讨论上升为政策用语，成为一个

实践中不断探索的课题。

2.4.3 国家科技计划的重组和科研经费管理改革

2014年12月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中央财

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的通

知，提出根据国家战略需求、政府科技管理职能和科

技创新规律，将中央各部门管理的科技计划（专项、

基金等） 整合形成 5 类科技计划 （专项、基金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

才专项，以解决科技计划项目分散重复的局面，政府

管理仅限于宏观层面，微观层面管理交给专业机构⑨。

科技计划的改革提高了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了

计划项目本身的质量和项目执行的效率。

该通知之前，2014年 1月《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

⑨ 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的通知 . (2015-01-12)[2024-07-15]. https://www.gov.cn/

zhengce/content/2015-01/12/content_93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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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发布⑩，

提出我国科研经费管理改革的整体思路，在操作层面

强调按照实际成本编制经费预算、取消困扰多年的人

员费比例限制等。2018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科

研管理 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 �I1。2021 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

管理的若干意见》�I2，对扩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自主

权、完善科研项目经费拨付机制、创新财政科研经费

投入与支持方式、加大科研人员激励力度等方面提出

指导意见，相关部门科研经费管理办法陆续修订。中

国科研经费的管理逐渐走向更符合科研规律的方向，

管理更完善，提升了科研资金使用效益，有利于激发

科研人员创造性。

2.4.4 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国家科学综合中心

2016年 5月，国务院《“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

规划》提出“加大持续稳定支持力度，开展具有重大

引领作用的跨学科、大协同的创新攻关，打造体现国

家意志、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引领发展的重要战略科

技力量”�I3。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加强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随后，强

化科技战略力量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措施。

2016年 2月 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

技术部批复《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方

案》，张江地区成为国内首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2017年 1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科学技术部联

合批复了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方案》。

2017年 6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联

合批复《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方案》。

同时，各部门、地方加快支持各类创新平台和新型研

发机构（技术创新中心、工程中心、产业研究院、实

验室等）。各类中心和平台建设加强了各创新主体之

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增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活力和

整体效能。

2.4.5 国家科技决策咨询的制度化

2015年 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强调

“决策咨询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

内容”，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I4。2015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要求

“建立国家科技创新决策咨询机制，发挥好科技界和

智库对创新决策的支撑作用，成立国家科技创新咨询

委员会，定期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国际科技创新动

向”�I5。2017年2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

建设方案》。“会议强调，建设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

度，要把立足点放在支撑国家发展全局、服务党中央

⑩ 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 . (2014-03-12)[2024-07-20]. https://www.gov.cn/zhengce/con‐

tent/2014-03/12/content_8711.htm.

�I1 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 . (2018-07-24)[2024-07-20].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

07/24/content_5308787.htm.

�I2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 (2021-08-18)[2024-10-04]. https://www.gov.cn/xinwen/

2021-08/18/content_5631872.htm.

�I3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的通知 . (2016-08-08)[2024-07-20].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8/

08/content_5098072.htm.

�I4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2015-01-25)[2024-07-20]. https://www.gov.cn/

gongbao/content/2015/content_2810090.htm.

�I5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2015-09-24)[2024-07-20]. https://www.gov.cn/guowuyuan/

2015-09/24/content_29383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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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科技决策需求上，着力做好机制设计。国家科技

决策咨询委员会既要对科技创新发展面临的重点难点

问题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又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

从全球科技创新视角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

善民生、国防建设等方面重大科技决策提供咨询

建议。”�I6

2018年 5月，中共科学技术部党组发布的一号文

件提出，将突出抓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等方面工

作，落实国家重大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组建国家科技

咨询委员会�I7。2021年 11月 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对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的工作给予肯定。“会议指

出，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成立两年来，在国家科技规

划制定、新冠疫情应对、科技人才发展、科技支撑碳

达峰碳中和等方面积极为党中央建言献策，为国家重

大科技决策提供重要参考。”�I8

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的成立和运行标志着科技决

策咨询在国家最高决策层面的制度化，对于重大科技

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2.4.6 科研诚信制度建设

科研诚信是科学研究工作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科

学研究的基石。随着我国科学事业的飞速发展，科研

不端行为也不断出现，影响到国家科学事业的健康发

展和国家的声誉，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

2018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

意见》 �I9，对进一步推进科研诚信制度化建设等方面

做出部署。2019年 9月，科学技术部、中央宣传部等

部门联合印发 《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 （试

行）》 �20。2022 年 9 月，科学技术部、中央宣传部等

部门联合印发《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21，对

2019年的文件进行修订，形成了更为细致、更具操作

性的调查处理规则。在几年的实践中，各部门结合各

自职责制定了一批相关领域的科研诚信建设制度。科

研诚信制度和环境建设的进步，为我国科研事业健康

发展提供了保障。

2.5 面向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科技现代化发展
（2021年以来）

2021年 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以下简称《十四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纲要》）提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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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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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6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 . (2017-02-06)[2024-07-20]. https://www.gov.cn/xinwen/2017-02/

06/content_5165887.htm.

�I7 中共科学技术部党组关于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进科技创新重大任务落实深化机构改革加快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意见（国科党组发〔2018〕1 号）. (2018-05-22)[2024-10-6]. https://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

fgzc/gfxwj/gfxwj2018/201805/t20180522_139604.html.

�I8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 年）》《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和《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 2021 年咨询报

告》习近平主持 . (2021-11-18)[2024-07-20]. http://www.gov.cn/xinwen/2021-11/18/content_5651753.htm.

�I9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 (2018-05-30)[2024-07-20]. https://www.gov.cn/xinwen/2018-05/

30/content_5294938.htm.

�20 关于印发《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的通知 . (2019-12-03)[2024-07-20].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

2019-12/03/content_5457966.htm.

�21 科技部等二十二部门关于印发《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的通知 . (2022-09-14)[2024-07-20]. https://www.gov.cn/zhengce/

zhengceku/2022-09/14/content_57098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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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科技强国”�22。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是现代

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教育、科技、人才是建设现

代化强国的重要战略支撑。

面向实现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持科技自立自

强和“四个面向”的指导方针为中国科技现代化发展

指明了方向。

2.5.1 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

《十四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纲要》从 4 个方面

部署未来 5 年的科技创新发展：强化战略科技力量；

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体

制机制。

2021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

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

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世界科技强国

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实验室、国

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都是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自觉履行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23。

自2016年提出强化战略科技力量以来，我国这方

面工作取得重大进展。2021年 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成功组建首批国家实验

室”�24。中国科学院和研究型大学取得突出成就。在

“自然指数”2024年排行榜中，中国科学院连续 12年

排名榜首，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

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分列第 4、

5、6、8、9、10位�25。

2.5.2 加强科技伦理治理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越来越多地进入世界科技

前沿，科技伦理治理问题日益引起重视。2019年7月，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

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组建方案》。会议指出，“科技伦理

是科技活动必须遵守的价值准则，组建国家科技伦理

委员会，目的就是加强统筹规范和指导协调，推动构

建覆盖全面、导向明确、规范有序、协调一致的科技

伦理治理体系”�26。

2022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 �27 （以下简

称《意见》），这是我国第一份全面指导科技伦理治

理的国家文件，提出了伦理先行、依法依规、敏捷治

理、立足国情和开放合作的伦理要求，明确了增进人

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

险和保持公开透明的伦理原则。提出了健全科技伦理

治理体制若干措施，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制度保障。

《意见》的出台对中国科技活动的伦理治理起到了积

极的指导作用。

加强科技伦理已成为中国科技界的共识，在一些

重要前沿领域，中国已经走到世界前列，如在人工智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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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3-13)[2024-07-20]. https://www.gov.

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23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 (2021-05-

28)[2024-07-20].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5/28/content_5613746.htm.

�24 李克强 . 政府工作报告 2021. (2021-03-05)[2024-07-20]. http://www.reformdata.org/1996/0915/4435.shtml.

�25 中国科学院连续十二年位列自然指数全球首位 . (2024-06-20)[2024-07-20]. https://www.cas.cn/yw/202406/t20240620_5022195.

shtml.

�26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 . (2019-07-24)[2024-07-20]. http://www.gov.cn/xinwen/2019-07/24/con‐

tent_5414669.htm.

�27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 (2022-03-20)[2024-07-20] https://www.gov.cn/zhengce/

2022-03/20/content_56801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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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领域，中国不仅在2019年就提出《新一代人工智能

伦理规范》，而且还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伦理治理。

2023年中国发布《全球人工智能倡议》，同时中国专

家也积极参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的人

工智能伦理规则构建。

2.5.3 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建设国家科技治理体系

2023年 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方案》，其中对于科学技术方面重要的改革

措施有：① 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加强党中央对科技

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② 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加强

科学技术部的宏观管理职能，保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

础研究等相关职能；③ 划转科学技术部具体管理职

责，将属于不同行业的科技管理职能再度回归到相关

行业部门�28，相应的科技计划划归相关部门管理，从

集中转为分散。

2023年 3月 7日，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

在关于国务院改革方案说明中指出：“科技创新在我

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面对国际科技竞

争和外部遏制打压的严峻形势，必须进一步理顺科技

领导和管理体制，更好统筹科技力量在关键核心技术

上攻坚克难，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29

中央科技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科技现代化开始

新的征程。

3 关于新中国科技现代化经验的思考

75年来，新中国科技现代化发展走过了一条具有

中国特色的道路，形成了现代化的科技体系，对国家

现代化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概括地说，有以

下6个方面的经验。

（1）正确的指导方针指明科技现代化发展的方向。

从1956年《十二年规划》提出的“重点发展，迎头赶

上”，到改革开放时期的“依靠”和“面向”，再到

2006年《规划纲要》提出的“自主创新，重点跨越，

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再到如今的“科技自立自强”

和“四个面向”，党和国家的正确指导方针，为中国

科技现代化发展指明了方向，保障科技体系建设、科

技任务组织、科技队伍与科技基础设施等各方面发展

沿着正确的轨道持续前进。

（2）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面向国家发展需求是科

技现代化的两个根本动力。从《十二年规划》提出

“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开始，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

沿和国家发展需求，始终是中国科技现代化发展的两

个根本动力。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发展，使我国在科

学和技术领域、科研组织的方式等各个方面迅速赶上

世界先进水平；面向国家发展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解

决国家经济、社会、国防发展和人民健康事业的科学

技术问题，促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现代化发展。

（3）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是科技现代化发展的两

翼。科技现代化要从国情出发，依靠自己的力量，解

决国家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面临的科技难题。但

是，科技现代化不能关门自守，要放眼世界，积极开

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经验

和成果；同时，针对全球性科技问题，参与全球治

理，为世界发展作贡献。

（4）尊重科学发展的规律，发扬科学精神是科技

现代化的灵魂。新中国科技现代化的经验表明，不论

是开展科研活动，还是科研管理工作，都要尊重科学

规律，从实际出发，才能取得成效。反之，如果违背

了科学规律，脱离实际，科研工作就会失败或者没有

达到应有的效果。而自由探索、平等讨论的科学精

�28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2023-03-16)[2024-07-20].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3/content_

5748649.htm.

�29 肖 捷 . 关 于 国 务 院 机 构 改 革 方 案 的 说 明 . (2023-03-08) [2024-07-20]. https://www. gov. cn/guowuyuan/2023-03/08/content_

57453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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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对于促进科技人员的创造性、解决重大科学技术

难题是必不可少的。

（5）科技人才和科技队伍现代化是科技现代化的

核心要素。新中国的科技现代化发展得益于一批批富

有爱国精神和专业水平的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和奉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发展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

素是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中国科技现代化的未

来发展需要大批具有现代意识、深厚专业知识和技

能、富有合作精神的科技人才。自主地培养一批高素

质的科技人才队伍，是中国科技现代化未来发展面临

的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核心任务。

（6）法律与制度建设和创新文化环境是科技现代

化的保障。法律和制度引导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规

范科技活动组织和管理，调整科学技术的知识生产，

促进科技成果的转移，保护科技人员的权益。一个思

想解放、鼓励创新的文化环境，是中国走向科技强国

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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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New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odernization

FAN Chunliang

（Institutes of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New China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ountry. The study expounds the concep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dernization. Through the review of the major progress and 

event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New China, the main course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New China is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 the foundation and growth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New China 

(1949–1976);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1977–1994);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refor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1995 – 2005); system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odernization (2006 – 2020);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country (2021–). The study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New China in the past 7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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