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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兴国与创新驱动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沈梓鑫 
 

    回望中国共产党一个世纪以来的奋斗历程，在五四精神的启蒙下，我国的科技创新发展历经

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探索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曲折前进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跨越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自立自强时期，党中央先后实施科教兴国和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走过科技救国、科技兴国、科技强国的创新探索之路，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

慧，是改变新中国命运和前途的伟大力量。 

    科技救国：重温五四精神启蒙科教兴国战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标志着近代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救亡图存的五四运动孕育

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德

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倡导民主和科学的启蒙思潮为中国共

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崇尚科学、探索科学的五四精神照亮了百年中国的科技创新发展之路，科技救国开始成为一

种广泛的社会思潮。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始终把科技和教育作为兴国之基础的方略。“科教

兴国”战略是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决策，应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

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1995 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标志着“科教兴国”作为国

家重大科技战略开始部署实施。1997 年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

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这充分反映了党中央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动我

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决心。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2007年，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指出

要更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教育则

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科教兴国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 

    科技兴国：从科教兴国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理论观点的继承和发展，从提出“向科学进军”“科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国共产党始终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符合

科技发展规律的自主创新道路。党的十八大作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进行全局性

和长远性的系统谋划。 

    在我们党从科教兴国到人才强国，再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指引下，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成

效显著，在基础研究领域水平提高，前沿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如“龙芯”CPU、高性能计算机、

高速铁路、“神舟五号”飞船等技术的进展，带动了信息通信产业、高铁等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

发展，取得了飞跃性的科技成就。 

    人才是创新发展的第一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

是第一动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创新精神，而且充分体现了人才是第一资

源”的动力观。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广泛

应用，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注入新活力和新动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加需要注重信息技术、

能源技术等前沿领域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 

    科学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土壤。科技人才的培养依靠科学教育，教育是百年大计，“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教育的根本使命是立德树人，铸魂育人，培养国之大者。科学教育是人才培植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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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推进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更多、更高素质的科技人才，为创新型国家建设输送源

源不断的科技人才后备军。传播科学的科教事业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不竭动力源泉。 

    基础研究是自主创新的关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

战略布局中加强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基础前沿和高新技术研究，大力支持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

在经济科技发展前沿的关键核心技术上，要想解决“卡脖子”问题，掌握竞争优势和主动权，就

必须在科研上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引进前沿领域的基础科学研究人才，组建科学

家作带头人的尖端科研团队。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中央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

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着力于构筑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创新生态系统。 

    科技强国：新发展格局下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

才强国”。2020年 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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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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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回顾百年科技发展史，党的历代领导人在我国科技事业

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作出重大战略部署，都为国家指明了科技创新发展的正确方向。不断健全

对科技工作的领导机制，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是新时代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进

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党的领导下，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为科技工作的出

发点和着力点，大力提升科学技术自主创新能力。 

    二是坚持科教兴国，夯实产业发展之基。科教兴国战略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的长期实施，为我

国提供了一批高素质的科技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教育是能够培养出大师来的。我们要

有这个自信，开拓视野、兼收并蓄，扎扎实实把中国教育办好。在“十四五”时期，深入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现代科技教育提供的高素质劳动力将推动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迅猛发展。把握新发展格局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深化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态调整高

等院校与产业发展的匹配机制。在专业设置上，建立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学科专业体系，

深化产教融合，建立校企联合培养机制，协同培育高素质劳动者和创新型人才。 

    三是优化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发展环境。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扎实推进，党中央始终重视对科

学教育的投入，我们党秉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光荣传统。在“十四五”时期，把培养科技人

才，提升科研人员的获得感，作为重要任务。不断改进优化人才的培养、激励与评价机制，大力

引进高精尖科技人才，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的支持力度，为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营造良好的创新

生态环境。根据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人才的发展规律和阶段特点，分类制定人才培养政策，阶梯

式培养青年科研人才，以充分激发科研人员特别是青年科研工作者的创造潜能和创新活力。 

    四是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

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十四五”时期，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设定与我国长期以来坚

持的自主创新原则是一脉相承的。我国为了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目标，需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基

础研究领域加大投入，将提升基础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

力争为国家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

创新团队。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充当国家顶尖科研机构。重点布局一批前沿基础学科研究中心，

实行“揭榜挂帅”制度，改革科研评价晋升机制，鼓励科学家长期从事基础研究工作，甘坐“冷

板凳”的精神，致力于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机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21BJL076）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