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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在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面向未来，

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处于核心地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卡脖子”难题，关键

是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为加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必须

深化改革，将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科学院大学

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

尚智丛表示，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

发展，各国纷纷调整国家战略，以科学

技术作为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利器，

中国也不能置身事外。

“当前，知识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基

本要素，其积极作用甚至超过资本、劳

动力、土地和原材料等。”尚智丛说，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

重要战略机遇期，要顺应历史潮流，落

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尚智丛表示，我国在提升科技创新

能力过程中仍面临两个瓶颈。一方面，

缺少原创性科学技术思想。“我国是一个

科技后发国家。20 世纪以来，我国一直

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技术，缺少能

够引领世界科技潮流的原创性科学技术

思想。加快科学技术发展，还需要较长

时间的努力。”尚智丛说。

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与生产生活的

结合还不够密切。尚智丛认为，把科学

技术应用于生产生活，需要有效地组织

知识、资本、人力、土地、原材料及各

种社会资源，支撑经济社会建设，“要加

强科学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各环节有机衔

接，助力科技创新的社会价值得到充分

实现”。

如今，在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竞争

的赛道上，越来越多的“中国选手”奋

起直追。“以 5G 发展为例，我国已成为

5G技术、标准、产业、应用的引领者之

一，这顺应了移动互联时代的技术革新

趋势，也满足了我国大规模、更便捷的

通信需求。但是，我国高端通信技术产

业链仍不完善，还需要不断强化创新意

识和自主创新能力，全面提升市场竞争

力。”尚智丛说。

“牢牢把握创新发展主动权，目的是

‘让科技创新更好地服务生活’，也就是

‘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尚智丛建

议，面对新时代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

必须清楚认识和判断我国科技创新发展

面临的风险与挑战，面向世界科技前

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

主战场，以自主创新为根本，加快科技

自立自强。注重原始创新，集合优势资

源，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

用，强化创新引领产学研用结合，充分

调动广大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

和创造性，多出成果、多出精品。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尚智丛

握紧创新发展主动权
本报记者 郭静原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提出，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完

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

“当前，我国科技核心竞争力还不

够强，这与我国科技发展阶段性水平

有关，同时还存在一些制约科技核心

竞争力提升的体制机制障碍。”中国科

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刚表

示 ， 体 制 机 制 障 碍 主 要 表 现 在 四 个

方面。

一是科技人事管理制度。我国科研

人员大致分布在国家科研院所、高校、

国企、民企、新型研发机构。其中，水

平最高的科研人员主要集中在国家科研

院所、高校、国企中，而这部分科技人

员的流动受到某些制约——收入不能用

市场化机制来定价；身份认同是国家工

作人员，不方便在国家机构和民间机构

间自由流动。

二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组织制

度。目前，重大项目攻关还依托于体制

内院所、高校、国企等，很难做到汇聚

体制内外的科研力量一起来解决“卡脖

子”难题，缺乏可以吸纳和动员广泛社

会力量的大平台。

三是科研机构的开放交流制度。我

国科研机构开放程度不足，研发岗位和

研发经费难以提供给外籍科学家。科学

发现需要跨文化跨国界的交流碰撞，欧

盟、日、韩等都有大量课题和经费向全

世界研究者开放，而中国科研机构中外

籍科学家占比非常低。

四是科研经费的筹集和分配制度。

当前，我国基础研究类项目，因不能马

上见到经济效益，企业不乐意投钱，基

本由政府出资支持。而发达国家中的基

础研究经费，很大部分来自社会资金，

如企业捐赠、基金支持等。一些解决

“卡脖子”技术的科学项目，也存在同样

问题，缺乏社会化资金来源。

如何破除上述体制机制障碍？赵刚

建议，要推进院所制度改革，让体制内

科研机构拥有更大自主权，畅通科研人

员在体制内外不同科研机构间的流通渠

道。同时，大幅增强新型研发机构、市

场化科研机构、民营企业的科研力量，

要给予各种优惠政策支持和项目经费扶

持，还要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国家科

技项目、科研经费，要拿出一定额度向

国外科学家、科研机构和企业开放。此

外，支持各类社会资本进入科研领域，

鼓励成立支持科研的公益基金，对企业

资 本 投 入 科 研 给 予 税 收 减 免 等 优 惠

政策。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提出，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深

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开展

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提高良种自

主可控能力。

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

定、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十三五”以

来，我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在 96%以

上，良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超过45%。

“总体来看，我国种子供应有保障，

但种业技术和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

差距。特别是一些品种、领域和环境如

果出现断供情况，会影响农业发展质量

和效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

学院副院长万建民说。

从品种来看，我国水稻、小麦虽然

单产较好，但品质仍有待提升。在大豆

和玉米方面，我国大部分品种单产只有

美国的 60%左右，这主要是受品种改良

水平和栽培条件、生态环境制约。“近年

来，我国不仅在玉米改良方面加大了投

入力度，还对作物的品质、抗病性、抗

虫性、节水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取

得了明显成效。我坚信我们一定能打赢

种业‘翻身仗’。”万建民说。

打赢种业“翻身仗”要做好哪几

项 工 作 ？ 万 建 民 表 示 ， 要 开 展 种 源

“卡脖子”技术攻关。重点研发不依赖

受体基因型的高效遗传转化体系、新

一代杂种优势利用技术、无外源基因

无基因型依赖，以及特异性强或广适

性高效基因组编辑技术、组合诱变技

术、新型育种芯片和基因高效分型技

术等育种关键技术，推动种业关键技

术原始创新。

万建民表示，还要加强种质资源

的 保 护 与 利 用 。 以 小 麦 、 水 稻 、 玉

米、大豆等主要农作物为对象，重点

攻克并建设高通量、规模化表型及基

因型鉴定平台，研制种质资源基因型

鉴 定 和 表 型 精 准 鉴 定 的 质 量 控 制 体

系 ， 发 掘 携 带 优 异 基 因 资 源 种 质 材

料，加快建成现代化、自动化、智能

化国家作物种质库。

此外，要围绕新时期国家重大需

求，面向我国粮食主产区，加快培育环

境友好、资源高效、优质和高附加值专

用，以及适宜轻简栽培和机械化生产方

式等突破性作物新品种；重点培育优质

绿色超级稻、优质功能水稻、优质节水

小麦、抗赤霉病小麦、耐旱宜机收玉

米、抗虫耐除草剂玉米、优质蛋白玉

米、高产高蛋白大豆、耐除草剂大豆等

重大新品种。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万建民

打好种业“翻身仗”
本报记者 常 理

“十四五”时期是全面开启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

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创新型国

家的关键5年，科技创新任务艰巨。

“从国际上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

流行，推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

演进。生命科技、信息科技、纳米科技

等迅速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

互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加速向各行业领

域渗透，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

响。我们必须迅速抢占制高点，在世界

科技舞台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唐华俊说。

唐华俊表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农业科技肩负新使命、需要新变革。“我

们要认清形势、明确方向，抢占世界农

业科技创新制高点，突破农业科技创新

关键点，把握农业科技创新落脚点，加

快农业科技现代化，充分发挥科技对农

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性、根本性和决

定性作用。”

从国内看，我国全面开启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全面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农业科技必须牢牢把握主动权，确保核

心关键技术自主可控。要完善农业科技

体系，努力提高科技支撑和引领乡村振

兴的供给能力和保障水平，优化布局、

调整方向，努力提高科技供给结构和

质量。

唐华俊建议，要强化农业基础前

沿与共性关键技术攻关，持续开展合

成生物学、作物高光效、农业生物固

氮 、 固 定 杂 种 优 势 等 基 础 前 沿 研 究 ，

努力抢占前沿竞争制高点。围绕现代

种 植 养 殖 业 、 智 慧 农 业 、 都 市 农 业 、

太空农业、未来农业等新业态、新模

式，强化新兴交叉学科建设。

同时，要以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

村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拓展农村科技和

高端智库影响力。根据畜禽和作物产业

变动趋势和区域发展需求，优化区域中

心布局和科研团队布局。围绕现代农业

发展和学科基础前沿创新需求，谋划国

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野外科学

观测台站、试验基地等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完善创新平台布局。

对于人才队伍建设，唐华俊建议，

要健全以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

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建设。持续推进人才

年轻化，加大对无“帽子”、有贡献人员

的支持力度。扎实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

野、适应全球创新竞争新形势的高水平

人才。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唐华俊

突破科技创新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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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刚

提升科技核心竞争力
本报记者 佘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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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队员在珠穆朗玛峰峰顶开展测量工作（2020 年 5

月27日摄）。 新华社特约记者 扎西次仁摄

2020年12月25日，工作人员在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

物制品研究所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分包装车间内检查产品包

装质量。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摄

2月 23日，在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工作人员查看蔬菜长势。该中心以科

技产业孵化转化机制为先导，引进京津高科技企业和科研团队入驻，重点打造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智能制造三大产业集群。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