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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重大自主一年来重大自主

创新政策回顾创新政策回顾

开启迈向科技强国的新征程开启迈向科技强国的新征程

（一）
2012 年是科技事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党的十八大胜利召

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召开，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
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简称中央 6 号文件） 发布。全国先后有 21 个
省 （区、市） 召开科技创新大会，出台了一批针对性操作性强、改革力度大
的政策措施。

2012 年 2 月 14 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提出，要克服国际金融危机
的深层次影响，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体制性、结构性矛
盾，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跨越，最根本的要靠改革开放、体制创新和科技
进步。

2012 年 6 月 12 日，两院院士大会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
新道路，切实把科学技术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
为战略基点，把握发展主动权。

2012 年 7 月 6 日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出台了中央 6 号文件，提出
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重点，
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着力解决制约科技创新的突出问题。

2012 年 11 月 8 日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
的核心位置。

2013 年 1 月 28 日，国务院又发布了 《关于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意见》（简称 《意见》），提出以深入实施国家技术
创新工程为重要抓手，建立健全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促
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与经济紧密结
合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健全
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机制，创造公平开放的创新环境，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二）
一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科技改革发展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不断提升科技工作的战略地位，切实解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科技问
题，科技支撑引领作用得到有效发挥，科技持续发展能力大幅提升，市场导
向的科技资源配置格局逐步形成，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取得新的进展。

回顾过去，我们深刻体会到：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必须坚
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促进科技经济紧密结合；必须坚持把促进民生改善
作为科技工作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把深化科技改革和开放作为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我们要充分认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切实增
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准确把握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核心要求。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是迎接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必然要求。当
前，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深化，科技创新已成为经济结构调整和
持续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加大科技投入，抢占科技制
高点。我们应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背景下来理解创新驱动
发展，更加自觉地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以科技创新的新成果开辟社会生产
力持续提高的广阔空间。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是破解我国转型发展深层次矛盾、解决制约科技创
新突出问题的迫切需要。当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
依然突出，创新能力还不够强，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强化，转方
式、调结构的要求十分迫切。我们应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转型发展的
大背景下来理解创新驱动发展，充分释放创新驱动发展的活力，进一步发挥
好科技创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也是实现创新型国家目标的内在需要。新时期我国
科技改革创新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为 2020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进
而到 2050 年前后成为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强有力的保障。目前，我国距进入
创新型国家行列还剩下不到 10 年，时间紧迫、任务艰巨，我们必须在科技
改革创新上切实加大攻坚克难的力度，切实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步伐。

（三）
不容忽视的是，目前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够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没有真正确立，科技与经济结合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科技体制还有不尽合
理的地方。围绕这些制约自主创新的重要因素，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重要
部署抓住了我国自主创新中的关键点和着力点，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强化企
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三个方面做出了重点谋划。

一是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着眼于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效能，提出统
筹加强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区域创新和科技中介服务体系
的建设，加强创新各主体和各环节的协同。着眼于提高科技资源的配置效
率，提出明确国家各类科技计划的定位和支持重点，避免科技项目和经费过
度集中于少数科研人员。着眼于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提出要根据不同类
型科技活动特点，制定评价标准和方法。

二是着力强化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
导向、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决策、
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意见》 针对企业成为“主
体”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12 项重点任务及相应的政策措施，提出要由企业
主导产学研合作深入发展，提出支持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大幅提高大中型企
业建立研发机构的比例。

三是着力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要完善和落实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
用的政策措施，创新金融服务科技的方式和途径。《意见》 提出要面向行业
技术创新需求，形成一批资源整合、开放共享的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在研发
费用税前加计扣除、设备加速折旧等方面，完善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金
融等政策。

从根本上说，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关键在于推动科技体制改革，从
体制、机制上破除不利于技术创新的障碍。而改革的核心是推进科技与经济
结合，关键是要将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是能否真正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这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
求，更是新起点上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们有理由相信，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按照中央 6 号文件和 《意
见》 的安排部署，企业的创新能力将不断增强，科技与经济将结合得更加紧
密，将为在 2020年实现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