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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通过科教融合和协同攻关完善我国自主科技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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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

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

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先决条件是构建自主科技创

新体系,需要形成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基础研究、技
术研发、产业化全链条布局和顺畅发展路径。然

而,当前我国的自主科技创新体系在上、中、下游

都还存在一些不足:在前端,基础研究往往各自为

战,缺乏对长远战略目标的支撑能力;在中游,研
究机构缺乏对应用需求的关注和了解,使得技术突

破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下游,企业抱着“能
买就买”的心态,片面追求尽快获利,自主研发的

动力和能力不足。
  

针对我国创新体系的现状,有如下几点建议。

1 提升基础研究对长远战略目标的支撑

能力
  

创新链条涉及整个学术和工业体系,无法由一

个单位、一个部门完成,且依赖于长期的积累。基础

研究作为创新的源头和底层,尤其需要在暂时还看

不到实用价值的阶段就进行前瞻性布局。以量子信

息科技为例,在20多年前的起步阶段,我们就确立

了广域量子通信和可扩展量子计算的长远目标,此
后一直朝向这些目标引进并培养人才、逐步突破关

键技术,为后续一系列重大突破奠定了基础。在这

一过程中,自然科学基金作为我国资助基础研究的

“基本盘”,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中央政治

局集体学习上指出,要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
条腿走路”,把世界科技前沿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在科学研究范式发生

深刻变革的当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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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等方面的研究。

化基础研究的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建议自

然科学基金加强与关键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协

同,通过设立联合基金的方式,以重大科技任务牵引

基础研究面向长远战略目标发展,打通“从0到1”

和“从1到
 

100”之间的连接。

2 加快核心器件设备的自主化攻关
  

当今的重大科技突破越来越依靠多学科交叉

和各项关键技术的集成,技术的进步和仪器设备支

撑着基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受限于整体工业水

平,我国有大量的关键材料、核心器件、高端仪器

设备仍然依赖进口,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面临严峻

的“卡脖子”问题。自主化攻关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建立高效的产学研用

协同创新机制。为此,建议鼓励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牵头组织相关优势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用户等

形成协同创新共同体,充分融合科研机构的研究优

势、企业的产品优势、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的资金

优势,通过分工协同开展关键材料器件设备的自主

研发。
  

随着自主研制的推进,美西方国家对于我国已

基本具备自主化能力的科技产品会放开禁令,鼓励

其企业将同类型产品向我国市场低价倾销,打压我

国企业的市场空间。建议对参与自主研制的企业予

以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措施,降低其市场风险;同



 

 542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024年

时,建议有关部门出台政策,对于我国已实现自主化

的仪器设备,在使用财政资金时优先采购,并限制国

外同类产品进口或加征惩罚性关税。

3 培养造就高水平复合型人才队伍
  

加强基础研究完善自主科技创新体系,归根结

底要靠高层次人才。许多新兴科技领域不仅需要懂

得物理学,甚至还要懂得化学、计算机、数学等学科

的人才,创新链条的发展比以往更加需要复合型人

才的支撑,但整体而言,我国的复合型人才比较缺

乏。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一体谋

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其中一个重点就是通过科

教融合推进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为此,建议鼓励支

持国家实验室、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充

分利用各方面的优势和特色联合培养人才,形成体量

充足、学科齐全、素质综合的复合型人才储备,加快培

养造就一批科技领军人才、拔尖人才和青年才俊。

4 坚持国际合作和开放共享,充分利用国际

智力资源
  

科学史表明,科学上众多重大的发现发明,尤

其是在基础研究领域,正是在一流科学家面对面交

流、思维碰撞的一瞬间产生的。考虑到目前的国际

形势,越是面临打压和封堵,越要加强开放合作,

营造有利于我国科技发展的“朋友圈”。事实上,

绝大多数国际学者并不认同个别国家的技术孤立

行径,愿意保持与我国的交流合作。在此背景下,

更加需要发挥我国领军科学家的国际影响力,鼓励

他们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出境开展学术交流,强化

友好国际学者与我国合作的意愿。同时,在若干核

心关键领域,建议围绕绿色技术等无争议的主题,

在中立国家设立海外合作研究基地,可以充分占据

道义制 高 点,为 我 国 科 技 创 新 争 取 良 好 的 国 际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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