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８－０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１８ＡＪＬ００８）；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１７ＷＴＣ２５）

作者简介：李　瑛（１９９５－），女，湖南邵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

陈浩凯（１９６５－），男，湖南新宁人，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阳立高（１９７８－），男，湖南隆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

第３５卷第５期

２　０　２　０年９月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５

Ｓｅｐ．２　０　２　０

习近平关于自主创新的重要论述解析

李　瑛，陈浩凯，阳立高

（长沙理工大学 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１４）

［摘要］习近平关于自主创新的重要 论 述，丰 富 和 发 展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关 于 科 技 发 展 的 思 想，是 马 克 思 主 义

科技观中国化的最新结晶，是习近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其 中，增 强 自 主 创

新能力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本质要求；宽阔的视野、合理的预见性是推动自主创新的战略思维；重点

布局、合理规划是保障自主创新稳步向前发展的有效手段；“内外联动”是增进我国自主创新的发展动力；

人才是推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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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Ｇ３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３４Ｘ（２０２０）０５－００４９－０６
ＤＯＩ：１０．１６５７３／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２－９３４ｘ．２０２０．０５．００７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ＬＩ　Ｙｉｎｇ，ＣＨＥＮ　Ｈａｏ－ｋａｉ，ＹＡＮＧ　Ｌｉ－ｇａ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Ｈｕｎａｎ　４１０１１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ｅｎ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ａｒｘ＇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ａ　Ｎｅｗ　Ｅｒａ，ａｍｏ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

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ｒｏａｄ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ｆｏｒｅｓｉｇｈ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ｌａｙｏｕｔ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ｎｓ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ｓｔｅａｄｙ　ｉｎ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ｌｉｎｋａｇｅ　ｉｎ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ｉｓ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ａｌ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依据 马 克

思主义基本 原 理，发 表 了 关 于 自 主 创 新 的 系 列

重要论述，这 些 论 述 进 一 步 丰 富 和 发 展 了 马 克

思主义关于 科 技 发 展 的 思 想，是 马 克 思 主 义 科

技观中国化 的 最 新 结 晶，是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色社会主 义 思 想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对 全 面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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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

实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主创新重要

论述的形成 有 其 鲜 明 的 时 代 背 景。首 先，我 国

已步入经济 成 长 的 新 常 态，以 往 那 种 依 靠 高 投

入、高消耗、高 污 染、低 效 益 的 经 济 发 展 模 式 已

经不合时宜，新 常 态 下 的 经 济 成 长 需 要 依 靠 创

新驱动，自 主 创 新 在 其 中 扮 演 了 关 键 的 角 色。
其次，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受到来自西

方包括政治、经 济、军 事、科 技 等 领 域 的 安 全 威

胁，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一些新的如环境污

染、恐怖主义、自然灾害、跨国犯罪、严重传染性

疾病等问题也正逐渐对国家安全提出新的严峻

挑战，为此，我 们“只 有 把 核 心 技 术 掌 握 在 自 己

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

防安全 和 其 他 安 全”［１］（Ｐ３６）。再 次，我 党 提 出 了

“两个一百年”奋 斗 目 标，党 的 十 九 大 报 告 为 全

面建成社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强 国 制 定 了 时 间 表、路

线图。而要实 现 这 一 目 标，必 须 贯 彻 新 发 展 理

念，而“创新驱动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核心，它
注重的是解 决 发 展 动 力 问 题，这 意 味 着 我 们 必

须通过增强自 主 创 新 能 力，为“两 个 一 百 年”的

奋斗目标提 供 源 源 不 断 的 驱 动 力。最 后，就 国

际形势而言，国 家 间 的 激 烈 竞 争 日 益 聚 焦 于 科

技创新领域。当 今 世 界 综 合 国 力 的 竞 争，本 质

上来看是人才与科技创新的较量。为了在科技

竞争中获得 更 大 的 主 动 权，世 界 主 要 大 国 均 不

遗余力地向本国一些核心科技领域投入巨额资

本。发达国家 在 科 技 创 新 领 域 进 行 大 量 投 入，
一方面是为 了 促 进 本 国 科 技 与 经 济 发 展，另 一

方面是为了 加 强 对 欠 发 达 国 家 的 科 技 封 锁，维

护本国在国际竞争中的科技创新优势［２］。在这

样的国际形 势 背 景 下，我 们 唯 有 积 极 推 进 自 主

创新能力建 设，方 可 打 破 发 达 国 家 对 我 国 的 科

技封锁，改变 关 键 核 心 技 术 尚 未 实 现 自 主 可 控

的局面［３］。

　　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实现“创新驱动发

展”的本质要求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过去很长一 段 时

间里，我 国 以 劳 动 力 优 势 创 造 出 了 巨 大 财 富。
但是随着适 龄 劳 动 人 口 数 量 减 少、人 口 老 龄 化

等问题的出 现，要 求 我 们 必 须 改 变 经 济 发 展 方

式，让创新 成 为 驱 动 发 展 的 新 引 擎。诚 如 习 近

平总书记所判断的，除了人口问题，还有资源开

发、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倒逼

我们摒弃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开动

脑筋”，通过自主创新引领经济向着“又好又快”
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

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

品牌转变”［１］（Ｐ３－４）。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

大会、中国工 程 院 第 十 二 次 院 士 大 会 上 讲 话 中

指出：“我国 能 否 在 未 来 发 展 中 后 来 居 上、弯 道

超车，主要就 看 我 们 能 否 在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上 迈

出实实在在的步伐。”［１］（Ｐ３０）这也就意味着，创新

将是引领我国全面发展的“第一源动力”。
首先，科技创 新 是 我 国 经 济 发 展 模 式 转 变

的“新动 能”。改 革 开 放 以 来，我 国 在 包 括 经 济

等方面取得 了 巨 大 成 就，但 当 前 我 国 经 济 正 处

于转换动力、调 整 结 构 的 关 键 节 点［４］，“创 新 驱

动”既是急需，也是机遇。我国需要抓紧这一历

史机遇，完成 从 要 素 驱 动 为 主 向 创 新 驱 动 为 主

的发展新模式的重大转型，从而实现由“经济大

国”向“经济强国”的升级。其次，科技创新是建

设世界军 事 强 国 的 关 键 所 在。纵 观 当 今 局 势，
世界仍处于一个“大局稳定、局部动荡”的局面。
为保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如

此复杂多变 的 国 际 大 环 境 中 稳 步 向 前 发 展，就

必须依靠军 事 力 量 为 其 保 驾 护 航，而 强 大 的 军

事力 量 离 不 开 强 有 力 的 科 技 创 新 支 持。２０１９
年国庆大阅 兵 首 次 亮 相 的 国 产 先 进 武 器，如 陆

军的新型远程火箭炮、空军的轰６－Ｎ、火箭军的

“东风－４１”洲 际 弹 道 导 弹 等 均 是 对 这 一 要 求 作

出的最新答 卷。最 后，科 技 创 新 是 构 建 社 会 主

义现代化强 国 的 核 心 要 件。当 前，中 国 特 色 社

会主义发展 进 入 了 新 时 代，正 处 于 打 赢 脱 贫 攻

坚战，全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的 决 胜 时 刻。这 一 伟

大历史任务的完成，与历史上任一时刻相比，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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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开强大的科技力量作为支撑。而现实的发

展不平衡不 充 分 问 题 作 为 重 大 历 史 难 题［５］，已

成为我国实 现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强 国 之 梦 的“绊

脚石”。因此，以科技创新为基点，带动各领域、
各地区协调 统 一 发 展，是 解 决 我 国 发 展 不 平 衡

不充分问题 的 有 效 手 段，更 是 构 建 我 国 社 会 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核心“要件”。

　　二、宽阔的视野、合理的预见性是推动自主

创新思维的起点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主创新 道 路，
没有宽阔的 视 野，缺 乏 对 科 技 发 展 的 合 理 预 见

性，想要发挥 后 发 国 家 优 势，实 现 弯 道 超 车，几

乎是不可能 的。从 历 史 发 展 来 看，清 朝 政 府 施

行的“闭关锁国”政策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我国

与同期世界 各 国 切 断 了 联 系，中 断 了 学 习 和 吸

收国外先进 科 学 技 术 与 文 化 的 进 程，致 使 中 国

脱离了世界 发 展 主 轨 道，从 而 落 后 于 世 界。这

样深刻且沉痛的教训告诫我们，凡事预则立，不

预则废，特别是对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而言，
更是如此。

当今世界，新 科 技 革 命 与 经 济 变 革 正 随 着

科技的进步 而 逐 渐 孕 育 与 加 快，这 些 领 域 主 要

包括：以人工 智 能、大 数 据、区 块 链 等 为 代 表 的

新一代信 息 技 术；围 绕 环 保、能 源 为 主 题 的 节

能、低碳等新 型 绿 色 技 术；以 基 因 编 辑、医 药 科

学为核 心 的 生 物 科 技 与 健 康 医 疗 技 术；等 等。
面对世界科技发展新潮流、新趋势，世界各国加

快新兴产业的发展，积极推进“再工业化”，力图

抢占未来科技发展的制高点。２００１年，由美国

商务部、国家 科 学 基 金 会 和 国 家 科 技 委 员 会 纳

米科学 工 程 与 技 术 分 委 会 组 织 了 一 场 由 科 学

家、政府官员等各界顶级人物参与的圆桌会议，
该会议讨论 的 主 题 便 是 在２１世 纪 确 保 美 国 在

“纳米、生物、信 息、认 知”四 大 领 域 保 持 领 先 地

位。与会专家 认 为，这 四 大 科 技 领 域 将 会 在 未

来深刻影响 并 改 变 世 界 科 技 发 展 潮 流，为 国 家

安全提供有 力 支 持。当 前，我 国 在 高 铁、５Ｇ技

术、人工智能等方面已经具有一定的创新优势，

“智能制造”与“智能建造”几乎涉及到国计民生

的方方面面，“新基建”呼之欲出。特别是，面对

突发的新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疫 情，我 国 相 关 科 研

团队刻苦攻关，在短时间内揭示出２０１９新型冠

状病毒Ｓ蛋白与受体ＡＣＥ２复合物２．５埃分辨

率晶体结构，并 取 得 疫 苗 研 发 的 新 进 展 等 原 创

性重大研究成果，便是我国在面对重大困难时，
创新领域能够科学规划、合理预见的具体体现。

当前，我国的 自 主 创 新 事 业 进 入 了 一 个 难

得的历史机遇期，但要真正打一个完美的“翻身

仗”，则需进 一 步 高 瞻 远 瞩，整 合 现 有 的 优 势 资

源，搭建更高的创新平台，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合

理的预见性 方 案。唯 有 这 样，才 能 真 正 实 现 我

国在创新领域中由“跟跑者”向“领跑者”角色的

转变。对此，要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原创

性新成果的突破以及夯实世界“科技强国”建设

的根基，就必须要紧跟世界科技潮流与前沿，打

好基础，做 长 远 性 计 划，并 要 有 愿 做“挖 井 人”
“栽树人”的 精 神［６］。也 就 是 说，要 推 动 自 主 创

新快速发展，成功实现弯道超车，就必须将自主

创新思想放置在更高、更宽阔的视野中，做好顶

层设计，不能“脚 踩 西 瓜 皮，划 到 哪 儿 算 哪 儿”。
为此，习近平 总 书 记 指 出，“要 抓 好 顶 层 设 计 和

任务落实，顶 层 设 计 要 有 世 界 眼 光……提 出 切

合实 际 的 发 展 方 向、目 标、工 作 重 点。”［１］（Ｐ１５）推

进自主创新 能 力 超 越 性 发 展 需 采 取“田 忌 赛 马

的非对称性”创新理念。所谓“田忌赛马的非对

称性”创新理念，就是指要集中并发挥自身在各

方面的优势，通 过 在 发 展 理 念、方 法、成 果 等 方

面与竞争对手 形 成“优 势 差”，最 终 达 到 超 越 对

手的一种指导性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告

诫的那样，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要学会独辟新

径，“要发挥 自 己 的 优 势，……要 研 究‘非 对 称’
性赶超措施”［１］（Ｐ４１）。

　　三、重点布局、合理规划是保障自主创新稳

步向前发展的有效手段

　　自主创新对一个国家而言是一个庞大且复

杂的综合工 程，涉 及 政 治、经 济、文 化 等 多 个 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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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因此，要推进自主创新稳步向前发展，就需

要重点布局、合 理 规 划，整 合 有 限 资 源，并 将 其

利用到关 键 之 处，即“好 钢 要 用 在 刀 刃 上”。实

践证明，统筹 规 划、重 点 布 局，从 国 家 和 社 会 的

整体性利益 出 发，合 理 考 察 创 新 力 量 对 社 会 及

各个产业的 整 体 带 动 效 应，以 重 大 专 项 的 形 式

开展自主创新，从而稳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

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
早在２００６年，我国就确立了完成期限为十

五年左右的 多 个 国 家 科 技 重 大 专 项，它 们 是 载

人航天与探 月 工 程、极 大 规 模 集 成 电 路 制 造 技

术及成套工艺、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新一代

宽带无线移 动 通 信、艾 滋 病 和 病 毒 性 肝 炎 等 重

大传染病防治、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技术、
水体污染控 制 与 治 理 等。这 些 重 大 课 题，涉 及

航天、电子、生物、通信、医学、制造、环保等多个

领域，这些领 域 的 创 新 成 果 不 仅 深 刻 地 影 响 着

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提升了其生活幸福感；
更重要的是，还 大 大 提 高 了 我 国 在 国 际 社 会 当

中的科技话语权。
因此，我们要争分夺秒推进项目实施，集中

瞄准目标，高 度 专 注 重 点，突 破 高 端 通 用 芯 片、
高档数控机 床 等 关 键 核 心 技 术，加 快 战 略 技 术

和战略产 品 的 形 成。同 时，要 重 视“重 点 布 局、
合理规 划”对 提 升 我 国 自 主 创 新 的 重 要 价 值。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相关会议中提出要通过专

项科技活动的形式引领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整

体提升。他指 出，“落 实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战 略，必

须……实施一批关系国家全局和长远的重大科

技项目……培 育 新 的 经 济 增 长 点。”［１］（Ｐ１０１－１０２）以

２０３０年为时间节点，国家将在把握国际科技革

命最新趋势 的 基 础 上，再 挑 选 一 批 体 现 我 国 战

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例如，智能制造和机器

人、脑 科 学、航 空 发 电 机、重 点 新 材 料、量 子 通

信、健康保障 等，作 为 重 点 发 展 领 域，真 正 体 现

自主创新领域的“有所为有所不为”［１］（Ｐ１０２）。
自主创新的 过 程 不 是 包 罗 万 象 的 过 程，而

是一个合理 规 划、重 点 把 握 的 过 程。从 战 略 上

而言，它需要在重大专项推进过程中，将新旧项

目部署形成 梯 形 接 续 的 系 统 布 局，发 挥 关 键 核

心技术攻关的 新 型“举 国 体 制”优 势，汇 集 人 力

物力 财 力、在 国 家 统 一 领 导 下，各 方 协 同 推

进［１］（Ｐ１０１－１０２）。只有 这 样，才 能 在 保 证 总 体 方 向

不变、各领域 兼 顾 的 基 础 上，稳 步 向 前，最 终 登

上战略制高 点，使 自 主 创 新 成 为 增 强 我 国 综 合

国力的强力支撑。

　　四、“内 外 联 动”是 增 进 我 国 自 主 创 新 的 发

展动力

　　自主创 新 并 不 等 同 于“自 建 自 造”，而 是 在

“自主地”创新的同时，秉持开放协作的理念，重

视开放合作，参与国际交流，吸取国际经验，实现

“内外兼合”。只有这样，我国的自主创新事业发

展才不会或尽可能少走一些弯路，才能避免“闭

门造车”所产生的不良结果。历史的经验教训已

经告诉 我 们，“独 株 之 树 不 可 久，众 木 成 林 方 成

荫”，一个国家也只有打开国门、加强合作，才 能

常驻于世界 之 林。因 此，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多 次 强

调要开放国 门，开 展 更 高 层 次、全 方 位、多 领 域

的国际合作，以 促 进 我 国 自 主 创 新 事 业 的 良 性

发展。他指出：“我 们 强 调 自 主 创 新，绝 对 不 是

关起门来搞创新……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孤

立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所有创新难题。要深化

国际交流合作，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在更高

的起点上推动自主创新。”［１］（Ｐ４２－４３）詹姆斯·伯克

（Ｊａｍｅｓ　Ｂｕｒｋｅ）在其《联结：通向未来的文明史》
一书中指出，技术浪潮所到之处，没有人是一座

“孤岛”［７］。纵 观 世 界 科 学 技 术 发 展 史，科 学 技

术在世界范围内逐渐由“点对点”向“面对面”的

方向发展，特 别 是 进 入 到２１世 纪，已 经 发 展 成

为“全方位、多层次”的联结网络格局。
科学技术在 全 球 范 围 的 不 断 扩 散、相 互 融

合，使得开放合作、参与国际交流成为当今科技

取得发展的 必 然 要 求。面 对２１世 纪 科 技 发 展

新势头，中国必须紧盯世界科技潮流，以开放共

享的姿态同 世 界 各 国 展 开 深 度 合 作。目 前，我

国已经加入 超 过２００个 国 际 科 技 合 作 组 织，并

与近１６０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了科技创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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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例如，我 国 邀 请 韩 国 电 子 通 信 研 究 院 基

于５Ｇ智能城市融合服务平台发展数据处理技

术；与华沙大 学 技 术 转 移 中 心 开 展 癌 症 生 物 探

测器项目的 深 度 合 作；我 国 空 间 站 与 世 界 各 国

开展舱体内 外 搭 载 实 验 合 作 项 目；等 等。可 以

说，我国正在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各组织的科

技创新实践，在 推 动 人 类 科 技 整 体 进 步 中 不 断

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这些举措与习近平

总书记在２０１４年 中 央 财 经 领 导 小 组 第 七 次 会

议讲话中所提出的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

结合策略是完全一致的。习近平总书记经常使

用“共同体”这 个 术 语，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反 映 出 我

们这个时代 的 鲜 明 特 征，特 别 是 在 科 技 创 新 领

域，即当代全 球 科 技 发 展 需 要 每 一 国 家 的 共 同

参与，构成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共同体”，共享科

技成果。这也反映出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 高 度，以 科 技 创 新 推 动 世 界 共 同 发

展的伟大构想。

　　五、人才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所在

　　当前，国家之间形形色色的竞争说到 底 都

是“人才之争”，人 才 的 保 有 量 及 其 培 养 对 一 个

国家持续发展及引领世界科技创新潮流均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指出：“综合国力竞争

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竞争已经成为综合

国力竞争的 核 心。”［１］（Ｐ１１２）但 是，需 要 指 出 的 是，
人才基数的大小并不完全等同于人才的整体质

量，一个国家 的 科 技 创 新 发 展 往 往 需 要 那 些 高

精尖领域的 专 业 人 才 在 相 关 领 域 取 得 突 破，方

可实现引领 世 界 科 技 潮 流 之 目 的。可 以 说，一

个国家高层 次 创 新 人 才 的 拥 有 量 越 多，其 制 胜

的砝码便越大。
创新人才和自主创新的关系就如同树根与

树木之间的 关 系。人 才 的 培 养，可 以 有 效 地 促

进一个国家 自 主 创 新 事 业 的 发 展。因 此，在 推

进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应将人才教育作为重点，
“要加强哲 学 精 神 的 教 育”［８］，积 极 推 进 不 同 领

域科技人才 的 培 养，从 而 源 源 不 断 地 为 我 国 自

主创新事 业 注 入“活 水”，令 其 蓬 勃 发 展。习 近

平总书记就人才对一个国家创新能力提升的重

要性做出过 这 样 的 评 价：“人 才 是 创 新 的 根 基，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 动”［１］（Ｐ１２２－１２３），也 正 是

因为看到了人才对自主创新可持续性发展的重

要性，习近平 总 书 记 多 次 在 重 要 会 议 上 强 调 要

努力培养不 同 领 域 的 创 新 人 才，让 科 技 人 才 队

伍不断壮大。当前，论规模，我国科技人才数量

领先世界；但论水平，世界级科技人才仍然为数

不多。从自主 创 新 人 才 培 养 的 角 度 看，我 们 应

全面推行创 新 创 业 教 育，聚 焦 高 素 质 高 水 平 科

技创新人才 的 培 养，保 证 能 够 不 断 地 为 关 键 学

科、重大创新项目等输送领军人才。与此同时，
需要完善创新人才政策，管理好现有人才，提高

人才地位，落 实 人 才 政 策，激 发 人 才 创 新 动 力，
真 正 做 到 “人 尽 其 才、才 尽 其 用、用 有 所

成”［１］（Ｐ１０８）。
从科技与社 会 的 角 度 而 言，要 在 全 社 会 大

兴“识才、爱才、敬才、用 才”［１］（Ｐ１１４）之 风，以 促 进

社会公众对科技特别是高新技术人才的理解和

尊重，推动社会公众对科技人才的支持与包容，
为创新 人 才 的 发 展 提 供 良 好 的 社 会 环 境。同

时，要加强科技文化的建设，端正科技人才对科

技创新的态度，规范其创新行为，增强科技创新

主体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任何创新都存在

风险，政府应扮演好创新风险治理主体的角色，
对不是由创 新 主 体 引 发 的 各 种 不 可 控 的 风 险，
要积极主动 化 解，以 底 线 思 维 的 方 式 为 自 主 创

新提供强 有 力 的 多 边 支 撑［９］。只 有 这 样，才 能

最大化地发 挥 人 才 之 力，为 我 国 的 自 主 创 新 事

业发展与科技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的

“活的要素”基础。
从科技人才 的 流 动 性 特 征 来 看，强 劲 的 自

主创新需要实现人才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相

结合。所谓“引 进 来”，是 指 不 唯 地 域 的 广 纳 海

内外英才，不拘一格地放开人才引进政策，欢迎

海内外精英 以 各 种 形 式 共 筑 中 国 梦，相 关 主 管

部门要保障 有 意 来 华 发 展 的 海 外 英 才 可 以 来、
愿意待、过 得 好、流 得 动。所 谓“走 出 去”，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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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鼓励和支 持 本 土 人 才 走 出 国 门 深 造 学 习，扩

大知识半 径，把 握 科 技 前 沿，习 得 国 际 先 进 技

术，努力成为我国自主创新的顶梁柱。贯彻“聚

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观，利用好国际国内的

人才资源［１０］。

科技创新是 科 技 与 经 济 结 合 的 纽 带，作 为

“科技端”的科技人才与作为“经济端”的企业家

具有相互促 进 的 特 征，企 业 家 对 科 技 人 才 培 养

和科技 创 新 实 践 的 影 响 是 不 可 忽 视 的［１１］。习

近平 总 书 记 强 调，“用 好 人 才，还 要 用 好 企 业

家。”［１］（Ｐ１２１）尽管企业家通常 不 直 接 参 与 科 技 创

新项目，但作为创新项目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他

们是推动自 主 创 新 的 重 要 动 力。因 为，企 业 家

在创新方向的选定上，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在创

新人才的凝聚上，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创新资

金的筹集上，具有灵活的运筹力。所以，积极推

动企业家参 与 科 技 创 新 事 业，对 我 国 自 主 创 新

的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中 国 梦 的 实

现，离不开创新驱动，而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的

实质性 提 高 是 实 现“创 新 驱 动 发 展”的 本 质 要

求。自主创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

驱动力，是强国之利器。谋事先谋势，谋定而后

动，推动自主创新要具有宽阔的视野、合理的预

见性。在推动 自 主 创 新 的 实 践 中，要 采 取 重 点

布局、合理 规 划 的 有 效 手 段。要 积 极 参 与 国 际

交流，通过开 放 合 作 最 大 化 发 挥“内 外 联 动”的

作用。同时，实践的主体是人，最终这一切与人

紧密相连，要 牢 牢 把 握 人 才 这 个 增 强 自 主 创 新

能力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主创新的重

要论述，形成 了 对 我 国 当 前 自 主 创 新 现 状 的 正

确认识，并围绕我国自主创新现实之境，站在最

宏观的层面上，全面地分析问题，并给出了合理

的系统性解 决 方 案，成 为 我 国 自 主 创 新 的 思 想

指针，意义 深 广。我 们 唯 有 遵 从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于自主创 新 的 重 要 论 述，方 能 在 新 一 轮 的 国

际科技竞争 中 获 得 主 动 权 与 优 势 权，稳 步 迈 入

全球创新型国家行列，实现科技强国之梦，乃至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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