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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探索与实践

加快激发科技创新活力需要五个“度”

任晓刚 方力

站在“十三五”收官和“十四五”即将开启的重要节点，习

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对科技创新作出重要论述，提

出新的指示， 鼓励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肩负起历史责

任，坚持“四个面向”，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实现

这一目标，加快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是关键，对此，准确把握和

聚焦五个“度”，将有效保障科技创新更好立足新时代、展现

新作为、开创新局面、迈向新征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提供强有力科技支撑。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高科技创新热度。 面对激发动能

和提高效能的双重任务， 面对科技创新快速发展的紧迫需

求，改革是释放科技创新潜能的必然路径和核心选项。 要进

一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入推进政府放权、高校及科研院

所增权，让科技工作者拥有更多自主权、决定权，建立健全科

学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做到丰富科技创新条件、优化科技

创新环境、提升科技创新服务，为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等提供诸多机遇。 以改革为抓手，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崇

尚和参与科技创新的良好氛围，改善科技创新生态，将有助

于激发科技创新积极性，有效促进科技成果产出。

强化科技资源支撑，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激发科技创新

活力，科技资源是重点，在加大科技资源投入的同时，亦应注

重优化配置，兼顾资源丰富度与配置比，从而在单位投入内

激发出最大科技创新动能。 要强化科技人才支撑，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机制，打造规模大、水平高、结构优、阶梯型的科技

创新人才队伍。 要强化科研投入支撑，做好科技创新短、中、

长期发展规划，加大研发投入，创新投入方式、渠道，优化科

研经费管理机制。 要强化基础设施支撑，以新基建为支点，建

立健全科技研发基础设施体系。 要强化创新主体支撑，发挥

好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科技创新主体作用，促进创

新要素集聚，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加强科技力量统筹。

牢固坚持四个面向，提升科技创新高度。 面对激烈的国

际竞争形势和紧迫的国内发展需求，要找到行之有效的科学

技术解决方案，科技创新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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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

四五”乃至更长时期做好科技创新发展规划。 要瞄准国际先

进水平，围绕关键技术问题持续发力，要以构建国内国际双

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为目标，强化科技创新驱动，推动实现经

济高质量发展。 要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励精

图治，继续坚持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要将人民

生命健康置于首位，在疾病防治领域加大科研攻关，满足人

民对健康生活的更高要求。

开阔思路开放视野，增强科技创新广度。 要进一步释放

科技创新活力，实现科技实力从量变走向质变，需要从两方

面出发。 一方面要立足本土，走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创新路

子，尤其是要围绕国家当下紧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坚持问题

导向，凡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国防建设等相关的现

实问题都是科技创新的着眼点、发力点，推动形成齐头并进、

多措并举、产学研并重的科技创新发展格局。 另一方面要放

眼世界，主动融合全球创新网络，并在其中进行自我精准定

位，打造长板、补齐短板，以开放、包容、互鉴的态度开展广泛

深入的科技创新国际合作，积极参与气候变化、人类健康等

全球共性问题的研究， 在创造更开放科技创新舞台的同时，

着力提升我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话语权。

着力深耕源头创新，拓展科技创新深度。 作为科技创新

的源头，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基础研究是制约科技

创新步伐和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取得的关键要素，要实现我国

科技领域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必须高度重视源头创新，着

力解决限制科技创新发展的基础性、根源性问题，以扎实的

基础研究推进高效的应用研究，以重大科技问题带动基础研

究，促使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互促进。 在源头创新方面钻

研探索， 须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局出发，统

筹布局，兼顾顶层设计与实施应用，既要推动实现现有研究

领域的发展升级，亦要在前瞻性研究上花力气、下功夫，推动

科技创新持续向上、向优、向深拓展演进。

（作者：任晓刚方力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

（信息来源：科技日报 2020年 10月 9日第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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