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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事业发生历史性

、整体

性

、格局性重大变化

—
—

﹃
中国这十年

﹄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聚焦

﹃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建设科技强国

﹄

重大创新成果接连涌现，从载人航天到深海探测再到
中国高铁、中国大坝、中国桥梁，我国建成一大批世界级工
程；高质量科普服务惠及我国更广泛人群，深化科学基金
改革、不断提升资助效益、促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十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科技界和广大
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科技事业发生历史性、整
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走出一
条从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发展道
路。

中共中央宣传部 6日举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
发布会的第六场，聚焦“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建设科技
强国”。

科技事业蓝图已经画就 在不断向前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
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摆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
核心位置，立足中国特色，着眼全球发展大势，把握阶段性
特征，对新时代科技创新谋篇布局。

“在目标上，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在摆位
上，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在战略上，
我们持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路径上，我们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我国科技事业的蓝图
已经画就，我们的科技创新事业在不断向前发展。”科技部
部长王志刚说。

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从 2012 年的 1.03 万亿元增长到
2021 年 的 2.79 万 亿 元 ，研 发 投 入 强 度 从 1.91% 增 长 到
2.44%；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
从 2012年的第 34位上升到 2021年的第 12位⋯⋯

王志刚指出，中国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地位和作用发
生了新的变化。中国既是国际前沿创新的重要参与者，也
是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贡献者。

“下一步，我们还是要坚持改革，以改革促创新，以创
新促发展，不断地推动中国科技创新发展，支撑引领经济
社会、国家安全、人民健康等方面的提升和发展。”王志刚
说。

重大创新成果接连涌现

“十年来，中科院科研人员攻坚克难、勇攀高峰，产出
了一批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重大创新成果。”中国科学院
院长侯建国说。

悟空、墨子、慧眼等一批科学卫星提升我国空间科学
国际竞争力；凝聚态物理、纳米材料等一批重要前沿方向
研究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中国天眼”“人造太阳”等国际领
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成为科研利器⋯⋯

侯建国说，中科院紧扣国家战略需求，在保障国家重
大工程、突破“卡脖子”技术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与此
同时，瞄准科技前沿加强基础研究，持续提升原始创新能
力，在衡量基础研究水平的“自然指数”排名中，中科院已
连续 9年位列全球科教机构之首。

近十年，中科院累计向社会转化了约 11 万项科技成
果，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助力。例如，“曙光”超级计算
机、人工智能芯片等促进了相关新兴产业的发展；煤制乙
醇、煤制低碳烯烃等多项技术成功实现了商业化，为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和能源安全提供了科技解决方案。

下一步，中科院将进一步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力
军作用，努力取得更多重大创新成果，为加快建设世界科
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新的贡献。

工程科技进步最大、实力提高最快的十年

“可以说，这十年是我国工程科技进步最大、实力提高
最快的十年。”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说，这十年，我国建
成了一大批世界级工程，从载人航天到深海探测再到中国
高铁、中国大坝、中国桥梁⋯⋯这是充分发挥了新型举国

体制优势的结果。
与此同时，工程科技的发展实实在在造福了人民，在

确保粮食安全、助力抗击疫情、支撑生态环境改善中都发
挥了重要作用。

李晓红说，中国工程院将建设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
工程科技高端智库，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为地方提供战
略咨询。

“我们的院士遍布全国各地，中国工程院可以把他们
凝聚起来，组织跨学科、跨领域的院士专家进行联合攻关、
服务国家战略，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李晓红说，中
国工程院将持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深化院士制
度改革，促进院士在国家重大工程、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发
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今后要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来推进国际工
程科技的创新开放合作，提高我国工程科技的国际化水平
和影响力。”李晓红说，在全球工程科技治理中要发出中国
声音。

高质量科普服务惠及我国更广泛人群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没有全
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
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过去十年，得益于科学普及的推广，我国公民具备科
学素质的比例大幅提升，2020年达到 10.56%，比 2015年的
6.2%提高了近 1倍。”中国科协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书记
处第一书记张玉卓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提高科普组织力动员力，
构建省域统筹政策和机制、市域构建资源集散中心、县域
组织落实，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党群服务中
心、社区服务中心（站）等为阵地，以科技志愿服务为手段
的基层科普组织动员体系，打造“品牌、平台、机制、队伍、
改革、阵地”六位一体的高质量科普服务体系。

中国特色现代科技馆体系服务线下公众超 8.5 亿人
次，“科普中国”平台传播量达 416亿人次，213万名科技工
作者实名注册科技志愿者，连续 4 年举办世界公众科学素
质促进大会深化国际合作⋯⋯十年来，高质量科普服务惠
及我国更广泛人群。

张玉卓说，接下来将着力营造“人人科普、科普人人”
的良好氛围，并引导科普资源和服务向欠发达地区尤其是
西部地区倾斜，持续推进科普助力乡村振兴。

促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资助基础研究的“基本盘”，
为基础研究人员提供了最稳定的项目来源。十年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共受理项目申请约 201 万项，资助约 43 万
项，覆盖自然科学各个领域，形成了完整的资助体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李静海认为，当前应对全球
挑战与科研范式变革交织，在这关键历史时期，深化科学
基金改革、不断提升资助效益、促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是必须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

为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明确资助导向、完善评审
机制、优化学科布局三项任务为核心进行了系统性改革。

同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大幅简化申请代码，代码数
量由 3500 多个压缩到 1300 多个。资助管理机制改革方
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改革联合基金，针对不同合作对象
明确出资比例，引导多元主体加大投入。

“下一步，科学基金将以转变科研范式与提升凝练科
学问题能力为抓手，更加主动开拓未来，为把握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实的支撑。”李静海说。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6 月 6 日电）

2021 年 9 月 18 日，参会人员在 2021 量子产业大会上使用量
子计算虚拟实验室体验量子计算。

2021 年 10 月 26 日，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国家“十三
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工作人员展示陕西柞水木耳智能
大棚中的木耳。

这是由中国企业提供重要设备和技术支持，位于泰国罗勇府的水上漂浮式光伏电站
（无人机照片）。

这是在工业级 5G 创新应用（大理）研究院内拍摄的
特种车辆（5 月 26 日摄）。

这是这是 33 月月 3030 日拍摄的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内的海南种子创新研究院日拍摄的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内的海南种子创新研究院（（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

6 月 6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的第六
场，聚焦“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建设科技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