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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抓住和用好本世纪头20年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国务院组织制定了《国
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要求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建设创新
型国家。
在2006年1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在《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
家而努力奋斗》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再次发出号召，并把这作为在今后15年中，进一步
开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的国家战略。
200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的中
发[2006]4号文件。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策略进行全
面反思和总结的基础上，在关键时期重要时刻作出的重要决策，是我国面向2020年的战略选择，它对
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重大而持久的影响。
因此，各条战线上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宽广的
世界眼光，紧紧抓住机遇，应对各种挑战，要结合对这些文件的学习，加深对如何坚持走中国特色自
主创新道路、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的理解和认识。
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最重要的学习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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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讲 世界新科技革命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1．信息科技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知识传播的重要
引擎2．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对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发挥关键作用3．能源科技为化解世界性能源
和环境问题开辟途径4．空间科技促进人类对太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5．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将推动技
术和经济发展第二讲 科技竞争成为国际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1．对科技创新的态度关系国家兴衰2．科
技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3．世界各国都把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国家战略第三讲 党和国家历
来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发展1．从“落后就要挨打”到“两弹一星”2．改革开放迎来科学的春天　　3．
科教兴国战略及科技发展与市场结合新理念的提出4．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的提出第四讲 我国科技
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的主要差距1．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存在着较大的对外技术依赖2．农业和农
村经济的科技水平还比较低3．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还不高4．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差
，核心竞争力不强5．科学研究实力不强，优秀拔尖人才比较匮乏6．科技投入不足，体制机制还存在
不少弊端第五讲 充分认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意义1．坚持自主创新，是突破资源、能源和环境
陷阱的需要2．坚持自主创新，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3．坚持自主创新，是发展战略高技术的需
要第六讲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目标和发展战略第七讲 深刻理解发展科技事业的“十六字方针”第
八讲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八大战略目标第九讲 建成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第十讲 制定和落实推进
科技发展的各项政策第十一讲 创造良好环境，培养造就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队伍第十二讲 发展创新
文化，努力培育全社会的创新精神学习文件：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
奋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2006年1月9日）认真实施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开创我国科技发展
的新局面--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摘要）（2006年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
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2006年1月26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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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要处理好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的关系。
要重视科学的基础作用和长远价值，稳定支持和超前部署基础研究，争取在未来科技竞争中赢得主动
。
基础研究也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主要领域，为技术创新和应用开发服务。
要从学科发展、科学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要等方面，对基础研究作出安排。
同时，要从市场出发，加强应用开发研究，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形成具有市场竞
争力的产品和产业，促进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协调发展。
　　第三，要改革高等学校的科研体制。
高等学校是科研人才密集型部门。
拥有大量的、多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人才，具备进行跨学科研究的研究队伍。
大学还有优越的“软件”和“硬件”方面的研究条件，从开展国际交流的平台到各种科研成果的积累
，包括在多年发展基础上自然形成的各自具有优势的研究领域。
但当前我国高校的科研体制也存在很多不足。
一是管理评价体系简单僵化，考评标准与创新需求脱节。
中国高教学会专业委员会年会披露：在自然科学领域，2004年教师的人均论文产量是2000年的260%；
而重点高校应用型科技成果转化的专利均价，2004年比2000年减少了近50%；技术合同均价则减少
了1/3。
1993年至2003年，世界各学科领域按照作者统计的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被引用次数，前20名没有
中国学者，前100名仅有2人。
有的单位“研究急功近利、经费胡花乱用、鉴定一团和气”，导致论文数量与质量的不对称问题不可
回避。
这种评价体系往往对研究方向产生误导。
二是与学用脱节的第一种倾向相反，有些高校过于强调研究机构要“创收”，甚至层层分解创收指标
，导致一些基础理论研究人员也舍本逐末，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利用学校提供的设备、条件去创收
抓钱，甚至耗费精力经营企业，这其实是对资源的浪费。
因此，要明确高校科研工作的主要任务。
在积极鼓励科技人才创业的同时，对于偏离科研事业发展方向的经营活动要有所控制，包括实行“校
企分开”。
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要把主要精力用于教学和科研工作，同时鼓励科研人员走出去，深入企业和科技
应用第一线，搞应用开发，并反过来促进基础研究工作。
　　第四，政府要积极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工作。
当前在我们的一些同志中存在一种对知识创新的短视倾向。
认为应用科学能立竿见影、能带来效益，就比较重视，也肯投入人、物、财力；认为基础科学研究远
水不解近渴，不能马上产生效益，就不够重视。
这种思想存在于一个企业家的头脑中还可以理解，对于各级政府和科技、教育战线的领导者来说就不
应该了。
而且恰恰由于企业从赢利的动机出发，往往对基础科学研究缺乏兴趣，政府就要对这种带有社会公益
性的研究工作更加注意支持和进行投入。
一些长期处于科技领先地位的西方大国，对此也是不敢忽视的。
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的科研经费下降了9%，但基础性科学研究的投入反而增加了42%。
每年在全世界重要期刊发表的论文中，美国科学家发表的论文占了1/3，美国科学家在诺贝尔奖获奖者
人数上也占据着绝对优势。
一些发达政府对基础研究的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界、高等院校以及各种非营利机构等支持基础性科
学研究起了很大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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