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规划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离不开科技的创新发展，我国科技的发展也同样离不开我国

改革开放带来的有利于创新的政策环境，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回顾我国科技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从1956年的

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一直到2016年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科技规划都是在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

署引领下完成的， 如从1956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1978 年“科学的春天”的到来，到1995年

提出“科教兴国战略”，2012年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再到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发

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召等。 

下面重点从“指导方针、研发经费投入和公民科学素质”三方面对我国科技规划发展历程进行回顾与展

望。首先是科技规划的指导方针，1956年的十二年科技规划中提出“重点发展，迎头赶上”；1963 年的十年科

技规划中提出“自力更生，迎头赶上”；1978年的八年科技规划提出 “全面安排，突出重点”；1986年的十五

年科技规划提出“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在此基础上1995年全国科学技

术大会上又增加了“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表述；新世纪伊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做了五年科技

规划，提出“要面向经济建设，围绕结构调整，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总体跟进，重点突破，发展高

科技，实现产业化，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简称“创新、产业化”）”；2006年国家

中长期科技规划提出“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可以看到，我国科技规划的指导方针越

来越注重自主创新。未来，还应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增加“自力更生”的表述，首先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不是

自我封闭，而是要更加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吸取世界最新科学技术成果，注重知识产权保护，

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二是自力更生重在 “自力”，在依靠自身力量与争取外部援助的关系上，要将

立足点牢牢放在自身力量基础上；三是自主创新重在“创新”，更加注重原始性创新。 

其次是R&D投入，即研发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经费投入。从投入

规模来看，1978年，我国R&D投入只有53亿，全部来自政府财政拨款，相较于当年的GDP，所占比例并不低，

达到了1.46%。2000年是个转折点，在此之前，我国R&D投入占GDP的比例长期小于1%，2000年R&D投入896亿，

此后R&D 投入占比一直高于1%且不断增加，2017年我国R&D投入为1.75万亿，居世界第二位。 从投入增长率来

看，2007年以来，我国R&D投入的增长率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是最快的。尽管我国的R&D经费不断增长，

但其结构极其不合理，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投入太少，影响了原始性创新能力的发展，未来既要重视

R&D的投入规模，又要重视R&D的投入结构。同时，R&D的统计数据质量也需要进一步提高，特别是企业R&D投

入，还有一定的水分。 

最后是公民科学素质。我们研究发现，公民科学素质与城镇化率、创新创业活跃度、区域经济发展水

平、人均寿命均呈正比。因此，公民科学素质的提升是促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工程。 2015年，我国具

备科学素质公民的比例达到6.2%，超过了国务院确定的5%的目标。 2018年，该比例已增至8.47%，我们的目

标是在2020年达到10%。未来，我们在关注提高我国总体公民科学素质的同时，还要特别强调，一是农民科

学素质这一短板亟须提高；二是提升西部农村青少年科学素质水平迫在眉睫，这既是重点更是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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