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
发展的重要力量。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 年间，
中国从起初的一穷二白，发展成现在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动力是什么？是科技
创新。

70 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
一代代科技工作者的艰苦努力下，中国已经成
为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

展望未来，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走上强国之路，显然还是需要依靠
科 技 创 新 ， 让 科 技 创 新 的 强 国 引 擎 更
强劲。

攀登者：
勇攀高峰，奠定国家强盛之基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
了辉煌的成就。这些辉煌成就，离不开一代又
一代志存高远的科技事业攀登者的努力。正是
他们前赴后继、不畏艰险地勇攀科技高峰，才
奠定起国家的强盛之基。

70 年来，攀登者们以创新铸剑，有力支
撑起民族脊梁。

“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
斗导航等重大科技工程，突破了技术封锁，
彰显了中国力量；陆相成油理论、人工合成
牛胰岛素、铁基超导等基础研究的重大成
果，体现了中国人的创新智慧，产生了重要
的国际影响力；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生物
技术、人工智能等战略前沿领域，中国人不
断 取 得 重 大 突 破 ， 与 世 界 科 技 强 国 同 台
竞技。

各项重大科技成果奠定了中华民族走向
繁荣富强的基础。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大幅增
强，主要科技创新指标稳步提升。2018 年，
全社会 R&D （研究与试验发展） 支出近 2 万
亿元，与 GDP 之比为 2.18%；国际科技论文
总量和被引次数稳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
请量和授权量稳居世界首位。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数据显示，在 2019 年全球创新指数排
名中，中国排名已升至第 14 位，是中等收
入国家中唯一进入前 30 名的国家。

70 年来，攀登者们以创新铸业，福泽遍
布于产业民生。

杂交水稻、高速铁路、新药创制、气象
预报、防灾减灾、污染防治……中国的科技
事业在服务于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医等实际
需求中不断发展壮大。仅以种业为例，新中
国成立以来，共保存了 49 万份农作物种质资
源，育成主要农作物品种 2 万余个，良种覆
盖率提高到 96%，良种对我国粮食增产贡献
率达到 43%；杂交水稻在国内推广 15 亿亩，
累 计 增 产 1.4 亿 吨 ， 在 国 外 年 种 植 面 积 达
9900多万亩。

科技创新给中国经济装上了强劲引擎。
2018 年 我 国 科 技 进 步 贡 献 率 达 58.5% 。
1987 年中国诞生了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
到了 2018 年，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已达到
18.1 万家，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为 1.78 万
亿元。

70 年来，攀登者们以创新铸基，释放全
社会创新活力。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科学研究机构仅 30
多个，科技人员不超过 5 万人。到了 2018
年，按折合全时工作量计算的全国研发人员总
量为419万人年，居世界第一，已形成其他国
家罕有的学科门类齐全、人才规模庞大的现代
科学技术体系。

1928年至1949年的20余年间，中国总共
才培养出 18 万名大学毕业生；新中国成立初
期，全国 5.5 亿人口中有 4 亿多是文盲，文盲
率高达 80%；如今中国早已普及 9 年义务教
育，2019 年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高达 834
万人。

70 年来，中国的科研活动从科研院所走
向 大 学 、 走 向 企 业 、 走 向 全 社
会，激发了全社会创新、创业、

创造的活力，形成了科技发展
的新格局。

逐梦人逐梦人：：
自主创新自主创新，，铸就民族进步之魂铸就民族进步之魂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在党
的领导下，科技事业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从过去遥望世界科
学文明的源头，到逐步走近世
界科学舞台的中央，中国科技
界树立了创新自信。

战略自信是树立创新自信
的先导。

70 年来，面向世界科技前
沿、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面向
国家重大需求，一代代决策者们
为中国科技的梦想作出超前的
谋划。

从新中国成立伊始的“向科学
进军”，到改革开放后“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从上世纪 90年代提出
科教兴国战略，到进入新世纪后提出
建设创新型国家，再到步入新时代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启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的新征程，党中央在我国科技事业发
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作出了重大部署，牢
牢把握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正确方向，中国
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在实践中越走越宽。

奉献精神是点燃创新自信的薪火。
70 年来，面对各种“卡脖子”难关，为

在关键领域实现“非对称”赶超，一代代领军
者们为中国科技的梦想奉献心血与生命。

钱学森被美国扣留 5 年矢志不渝终归国，
于敏 28 年隐姓埋名为祖国做惊天动地事，郭
永怀飞机失事时用血肉之躯护住重要文件，邓
稼先在实验中承受过量核辐射患癌症去世……
正是在这些无私奉献的老一辈科学家们带动
下，中国取得了“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
就，铸就了国防安全的战略基石。

歼 15 舰载机负责人罗阳在中国首艘航母
上因公殉职，FAST工程原首席科学家兼总工
南仁东燃尽一生为“中国天眼”奠定基石，地
球物理学家黄大年推动中国深地探测事业跻身
世界前列自己却英年早逝……进入新世纪，奉
献精神依然被中国科学家们传承着，让中国的

“科技树”越发繁盛。
体制优势是实现创新自信的保障。
70年来，为牵住科技创新“牛鼻子”，集

中力量办大事，在“举国体制”下，一代代建
设者们为中国科技的梦想挥洒激情与汗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成功的秘
诀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在这种体
制下，中国在“一五”计划期间就展开以

“156 项工程”为核心的 694 个大中型建设项
目，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在新时
期又建起了三峡工程、青藏铁路、南水北
调、港珠澳大桥等超级工程，取得了“神
舟”飞天、“嫦娥”奔月、“蛟龙”入海、5G
网络、中国高铁、北斗导航等举世瞩目的科
技成就。

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
技高峰的必由之路。新中国一代又一代科技
事业逐梦人，用自主创新铸就了民族进步
之魂。

弄潮儿：
创新驱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人正把科技创
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
国的号角。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成为世界
科技强国，要实现这个奋斗目标，任务依然
艰巨。

弄潮儿向涛头立，迎面而来的是新一轮
世界科技革命浪潮。

虽然科技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少
差距，但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
战略机遇期。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

新
进 入
空 前 密
集活跃的时
期，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
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
全球经济结构。人工智能、量子信
息、移动通信、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
加速突破应用，生命科学领域正在因合成生
物学、基因编辑、脑科学、再生医学而孕育
新的变革，空间和海洋技术正在拓展人类生
存发展新疆域，以清洁高效可持续为目标的
新能源技术将引发全球能源变革……

纵观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科技始终
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要突破自身发展瓶颈、
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就在于创
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
浪潮正给我们带来不可错失的宝贵机遇，谁
引领了变化的潮流谁就能赢得先机。

弄潮儿向涛头立，脚下踩实的是 70 年艰
苦奋斗打下的根基。

机遇只青睐有准备的人，我国已为应对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论工
业基础，中国成功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
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
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500 余种主要
工业产品中有 220 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论智力资源，中国成功建成了庞大而富有活
力的科技创新体系，中国研发人员总量在
2013 年超过美国，已连续 6 年稳居世界第一
位。论经费投入，中国研发经费投入持续快
速增长，2018 年达 19657 亿元，是 1991 年的
138倍，1992年至 2018年年均增长 20%。

弄潮儿向涛头立，胸中驰骋的是积极融
入全球创新网络的豪情。

时代发展到今天，中国人正在以全球视野
规划和推动创新，坚持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
络，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我国已与 160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签订了
114 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加入了 200 多个
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组织。中国广泛开展双
边、多边科技合作，主动参与全球创新治理，打
造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科技创新合
作布局。

70 年来，一代代科技工作者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青蓝相继、砥砺前行，以科技进
步推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在
新的历史征程中，新中国的科技事业还将以
崭新姿态阔步前进，以科技创新带动全面创
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动力实现根本转换，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
动力。

让科技创新的强国动力更强劲让科技创新的强国动力更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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