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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沉着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精准把握世界科

技发展之大趋势,推动我国科技创新步入新的历史阶段。进入新时代,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形成了以科

技创新为核心、以科技人才为资源、以自立自强为支撑、以发展战略为导向、以体制创新为动力、以人民利

益为旨归的多措并举的实践进路。我国科技创新在新时代取得的新成就既离不开党的领导,也离不开各

方主体的参与;既要坚持走自主创新道路,也要加强国际合作;既要面向当前利益,也要面向长远利益;既

要有宽广视野,也要有细微角度。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工作的经验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和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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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has
 

responded
 

calmly
 

to
 

the
 

world's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ccurately
 

grasped
 

the
 

world's
 

sci-tech
 

development
 

trend,
 

and
 

pushed
 

China's
 

sci-tech
 

innovation
 

onto
 

a
 

new
 

historical
 

stage.
 

Entering
 

the
 

new
 

era,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sci-tech
 

improvement
 

has
 

formed
 

a
 

multi-pronged
 

practical
 

approach,
 

which
 

takes
 

sci-tech
 

innovation
 

as
 

the
 

core,
 

sci-tech
 

talents
 

as
 

the
 

resource,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as
 

the
 

support,
 

development
 

strategy
 

as
 

the
 

guidanc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s
 

the
 

driving
 

force,
 

and
 

people's
 

interests
 

as
 

the
 

purpose.
 

The
 

new
 

achievements
 

of
 

China's
 

sci-tech
 

innovation
 

in
 

the
 

new
 

era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parties.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insisting
 

o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has
 

been
 

desired
 

for
 

both
 

current
 

interests
 

and
 

long-term
 

interests
 

with
 

both
 

a
 

broad
 

vision
 

and
 

a
 

fine
 

angle.
 

Such
 

kinds
 

of
 

CPC's
 

Leadership
 

experience
 

are
 

valuable
 

spiritual
 

wealth
 

for
 

constructing
 

both
 

a
 

world
 

leader
 

power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leader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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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

都高度重视科技事业。”[1](P2)从毛泽东发出“向
科学进军”的号召,到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从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

发展远景规划》,到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

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到
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科技事业

摆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地位,始终把对科技

工作的全面领导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立足于理论,着眼于实践,在对党的几代中央领

导集体科技工作经验进行提炼和总结的基础

上,对我国当前科技发展情况作出了系统分析

和战略部署,作出了“创新是第一动力”的新论

断,确定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新目标,提出

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新要求,实施了“创
新驱动发展”的新战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

导科技工作的新鲜经验,既吸收了过去党领导

科技工作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又与时俱进、开拓

创新,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和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提供了思想保证。

  一、新时代需要党加强对科技工作的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2](P22)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的本质要求,而且是推进中国特色科技创新、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

根本保证。进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的国际

环境和国内环境都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中国

共产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也必须从全球视野和

我国发展的历史新方位出发,贴近时代要求,不
断取得进步。

(一)党领导科技工作的新时代背景

进入21世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各
国之间的科技竞争也愈加激烈。为走在世界科

技前沿,最大程度享受科技创新带来的红利,世
界主要国家都在加紧部署新的科技和产业发展

战略。2016 年,美 国 国 家 科 学 技 术 委 员 会

(NSTC)发布了旨在巩固美国科技全球领先地

位的《21世纪国家安全科技与创新战略》,明确

提出了包括军事、国土安全、情报、先进制造、先
进计算与通信、新型能源等六大重点创新领域

及技术发展趋势。2022年,NSTC又发布了

《量子信息科技人才发展国家战略规划》,旨在

促进先进技术教育与推广,培养美国下一代量

子信息科技人才。可见,科技越来越成为国家

综合实力的代表,维护国家安全、掌握国际话语

权和扩大国际影响力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

撑。同时,科技也在成为大国政治博弈的工具。
保护自主知识产权本是国家和科技发展的基本

要求,但是有少数国家在政治博弈中以保护本

国安全为由限制高精尖技术及产品的出口,以
关键技术的封锁来抑制其他国家发展。总之,
在世界科技领域向好向上向前发展的趋势下,
暗含着各国间激烈的科技竞争;在国际科技合

作的趋势下,隐含着一小股不安定的科技制裁

之风。这就要求各国更加关注本国科技领域的

发展,尤其要把关键技术和核心领域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中。
进入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依托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雄厚实力,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国科技事业

也迎来了飞速发展,新的科技成果层出不穷。
“天河一号”成为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复兴

号”高铁展现中国速度,“海水稻”生产解决粮食

安全问题,5G商用使我国步入5G时代,“天和

号”核心舱使我国空间站建设进入实质性阶段,
中国科技在探月探火、卫星导航、量子通信、核
电技术等领域都取得了非凡成果,标志着我国

已经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然而,站在新的历

史方位上,我国也面临着新的时代课题,“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

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

新这个第一动力。”[3](P4)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我国科技创

新必须解决科技能力大而不强,科研人员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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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优,原始创新能力亟待提高等突出问题。
(二)党领导科技工作的新发展要求

新时代党领导科技工作必须坚持目标导

向,聚焦新的重大问题。我国已经是科技大国,
但还不是科技强国,在科学研究能力、科技创新

能力和科技影响力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还存在一定差距。新时代我国面临的最大问题

就是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的问

题。早在2011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但在2013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排名中,
我国仅排在世界第35位;尽管在2022年我国

此项排名上升至第11位,但是在基础科学领域

和促进创新的资本市场配套机制方面仍有较大

差距。我国科学技术还存在重点领域、基础领

域、应用领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由于重点领

域、基础领域研究难度大、时间长、投入多,导致

我国科学技术重应用研究而轻基础研究。同

时,我国科技领域还存在资源配置分散、科研评

价僵化等制约科技发展活力的瓶颈问题。因

此,优化科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科研评

价体系是促进科技工作健康发展和提高科研人

员积极性的重要手段。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
国目前的科技水平还不足以支撑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新时代党领导科技工作,一是要着眼于国

家需要,推动长远发展。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40多年就走过了

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数百年才走过的现代化历

程,其中科学技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进

入新时代,“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

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

的”[4](P74),面对这些复杂变化和严峻挑战,发展

科学技术要着眼于高质量发展需要。科技创新

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也是坚持质量、
提高效益、优化结构的关键。二是要着眼于满

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进入新发展阶段后,
人民对社会生活、医疗卫生、生态环境、食品安

全等方面都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提高人民

群众的满意度、幸福感必须充分依托科技创新。

三是要着眼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推动形

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科学技术的加持。四是

要着眼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

要。科技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中应

有之义,要想建成世界科技强国,就要不断推动

科技创新、培养科技人才和改革科技体制。“社
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

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5]科学技术只有与

国家需求密切联系在一起才能够找准前进方

向,推动自身可持续发展。

  二、新时代党领导科技工作的实践进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科学技术事业,对我国科技工

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指示、新要求,从多角度出发

探寻党领导科技工作的实践进路,以促进新时

代我国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
(一)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坚持走自主创新

之路

创新是第一动力,科技创新处于国家发展

全局的核心位置。新时代我国科技力量有了新

的增长,在量子信息、干细胞、脑科学等领域已

经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性成果,但仍有一些“卡脖

子”的核心技术还处于落后状态,严重危及我国

的国家安全。党中央清醒地看到我国科技创新

的不足,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正式提出要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之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

念,创新位于五大发展理念之首,以创新引领发

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

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新时代要推动

我国科技事业的优势发展、优质发展,就必须从

创新角度去开拓。如果只是模仿,即使模仿能

力再强,也只会是亦步亦趋。中国科技要想从

跟跑者变成领跑者,就必须形成自己的特色;中
国科技要想占领世界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就必

须拥有自己的原创知识产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向未来,增强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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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
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

步伐。”[6]如果说,“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那么,“自主创新”
就是中国科技工作者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

之路。2020年,美国制裁华为事件再次给中国

人民敲响了警钟,“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

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

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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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248)落后就要挨打,科技落后就会使国

家发展受制于人。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把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

撑,就是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抓住科技

领域的关键环节,以重难点领域的科技成果作

为科技创新突破口,通过一批标志性技术成果

为实现科技强国添砖加瓦。基础研究是科技创

新的“总开关”,加强基础研究是走自主创新道

路的必然要求。2021年,中央本级科学技术支

出达到3
 

205.54亿元,并重点向基础研究倾

斜,基础研究支出同比增长15.3%。同时,通
过采取“揭榜挂帅”和“赛马”等机制,改革重大

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充分激发广大

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和积极性,实现创新价值

最大化。新时代党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

路,以自主创新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跨越式发

展,补缺项、强弱项,逐步解决学习模仿能力强

而自主创新能力弱等问题,进一步夯实建设世

界科技强国的根基。
(二)以科技人才为资源,建设高水平人才

队伍

人才是第一资源。影响科技发展的因素众

多,如经济实力、政治方略、社会支持等都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科学技术的走向,但科技长远发

展必须始终依赖科技人才。科技创新归根到底

是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

底要靠人才实力。”[4](P253)中国共产党着眼于新

时代科技事业兴衰的关键点,以加强人才自主

培养,优化人才管理机制,致力于组建一支规模

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科技创新人才队

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人才虽然在数

量上有了很大提升,但在人才质量、人才分布结

构、高端人才智力使用上与世界一流水平相比

还有一定差距。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

家座谈会上指出:要把教育摆在更加重要的位

置,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2021年,在中央

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要深入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花大气力从高等教育体系

入手,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当今世界的人

才资源争夺战已经愈演愈烈,从各级各类教育

体系入手,着眼于本国人才的自主培养,是充分

贴合我国科技发展人才需要的保障条件。“科
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3](P12)人才自主培养

能够使科技工作者坚持正确的目标导向、价值

取向、奋斗指向,使科研方向与国家重大需求相

适应,展现出中国科学家爱国、创新、求实、奉献

的精神风貌,从而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打好人才基础。同时,党中央明确加强人

才自主培养是建设高水平人才队伍的途径之

一,但不是唯一途径。中国共产党坚持“聚天下

英才而用之”的人才观,大力引进海外高端人

才,以充分发挥人才聚集效应。
在拥有科技创新人才的基础上,中国共产

党进一步强调要善用人才、用好人才。大力推

动改革人才评价机制,努力破除人才评价的“四
唯论”倾向,形成主要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

导向的评价体系。反对盲目追求机构和学科排

名,将科研工作者从僵化、繁琐的评价体系中解

放出来。要求通过更灵活、高效的评价体制充

分释放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大力推动改革人

才激励机制,要求完善科研收入分配机制,落实

科技成果奖励政策,在全社会营造一种鼓励创

新、宽容失败的氛围。一方面,破除制约科技工

作者创新研究的壁垒;另一方面,以更加优渥的

待遇增强科技工作者的幸福感。“努力造就一

大批能够把握世界科技大势、研判科技发展方

向的战略科技人才,培养一大批善于凝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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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协调的科技领军人才,培养一大批勇于创

新、善于创新的企业家和高技能人才。”[7](P275)

这样一来,我国既有一流的战略科学家,又有一

流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才能以高水平

人才队伍积 极 抢 占 科 技 竞 争 和 未 来 发 展 制

高点。
(三)以科技发展战略为导向,全方位把握

科技走向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开辟发展新领

域新赛道,世界主要国家普遍加强了对科学技

术的领导工作,加快制定科技发展战略,实施新

的科技政策,努力推动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的

战略导向十分紧要,必须抓准,以此带动科技难

题的突破。”[7](P269)为紧跟世界科技发展新趋

势,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对

我国科技事业作出前瞻性、长远性部署。党中

央充分发挥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导向及指引作

用,以全方位总体布局和深层次重点领域的系

统部署指明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走向。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纲要》提出要以“三步走”战略推进建成

世界科技创新强国。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

再次强调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

国的战略目标和任务。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

告明确提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
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
人才强国。党以深入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

和创新驱动发展三大战略为我国科技事业提供

教育支持、创新活力和人才保证,不断塑造发展

新动能新优势。在空间上,党对科技创新作出

了“四个面向”的战略部署,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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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35)。科技创新面向的四

个主体指明了科技发展的服务对象,表明科技

实力是国际竞争、经济发展、国家建设、人民幸

福的关键因素。党中央以“三步走”战略的纵向

发展和“四个面向”战略的横向把握来系统部署

科技工作,指明了中国科技发展的前进方向。
辩证矛盾论表明:主要矛盾在矛盾体系中

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制

定科技发展战略还要坚持深层次重点把握。新

时代推动我国科技由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
就要把关键核心领域作为打开局面的突破口。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科技赶超国际先进水平“要
采取‘非对称’战略,更好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关

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8](P42)。此后

又相继指出,我国在科技方面应有非对称性“杀
手锏”,企业要掌握核心技术这个“命门”,争取

在某些领域实现“弯道超车”。非对称性赶超战

略既要解决重点领域人有我无的问题,又要求

在核心领域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超前性

发展,以及人有我新的创新性发明[9]。坚持非

对称赶超战略,有利于突破科学技术国际封锁

的客观现实,坚持以自主创新的中国道路实现

科技上的赶超目标。
(四)以科技体制创新为动力,用改革激发

潜在力量

党领导科学技术工作必须坚持系统观念。
科技工作不是科技工作者的“独角戏”,需要各

方面统筹协作,特别是解决科技与经济相脱节,
与其他部门衔接不够、协同性不足等问题,必须

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我国科技队伍蕴藏

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3](P9)科技体制

是影响科技工作者创新活力的关键要素,中国

共产党坚持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以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破除束缚科技创新的体制

机制障碍,不断激发我国科技领域潜在的创新

力量。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

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

见》中指出,改善科研生态,就要深化科技管理

体制机制改革,深化科研领域政府职能转变和

“放管服”改革。2021年,科技部出台了《科技

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2021-2023)》,对构建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高效组织体系、提升科技资

源配置效率、改革科技激励机制作出了新的部

署。提高科技研发创新效率,提高科技投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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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效益,就是要解决科技与经济发展“两张皮”
问题,使科学研究能够满足企业和市场的科技

需要。同时,改革现有科技体制还需解决科技

资源配置分散、重复、低效等问题。“对科技创

新来说,科技资源优化配置至关重要。”[3](P9)减
少科技资源浪费,最大限度调动和激发广大科

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必然要求公平、高效的资

源配置。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完善党中

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

体制”[2](P35)。科技体制改革要处理好市场和政

府之间的关系,将巨大的市场优势和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结合起来。“要使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其中也包括对

科技资源的配置。”[10]步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制度进一步完善,市场在促进经济

发展活力、高效配置资源上具有无可比拟的巨

大优势。同时,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社会主

义的制度优势。健全新型举国体制能够更好发

挥中国共产党在科技领域的领导力,强化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能够更好发挥政府的服务职能,
为科技工作者提供更好的科研环境和更优质的

服务;能够加强科技力量统筹工作,健全以企业

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协同创新

机制。中国共产党以科技领域中有为政府和有

效市场的结合,推进科学研究不断向广度和深

度进军。
(五)以人民利益为旨归,让科技工作为民

惠民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党领导下的科技工作必然要着眼于人民

群众的诉求,以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和多样化

需求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惠及人民。

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

新规划》提出,坚持把科技为民作为根本宗旨。
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首次提出科技创新

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使科技创新由“三个面

向”转为更系统、更全面的“四个面向”。202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

理的意见》中提出,科技发展要坚持“增进人民

福祉”的科技伦理原则。进入新发展阶段以后,
人民对社会生活、医疗卫生、生态环境、食品安

全等方面都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发展科学

技术必须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解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依靠科技创新。
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工作坚持为了人民、

惠及人民。科学技术与民生领域紧密相连,党
始终坚守科技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民以食为

天,在讨论粮食生产问题时,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8](P42)新冠疫情暴发后,科学技术

成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关键利器。大数据对

新冠疫情精准防控的支持、疫苗对新冠重症的

预防等,以最有力的事实表明,人民的生命健康

也有赖于科技。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中,运
用科技手段构建的精准扶贫新模式发挥了重要

作用,在2020年中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大科技惠及民生力

度,推动科技创新同民生紧密结合。”[8](P42)科技

工作要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把
科技发展为了人民、惠及人民作为工作目标。
以满足人民需要和保护人民生命健康为旨归,
彰显了我国科技工作的人民性和社会价值,确
保了党领导下的科技工作者始终为人民的美好

生活而奋斗。

  三、新时代党领导科技工作的经验启示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科技工

作正确处理了科技创新发展中的各种关系,其
积累的新鲜经验对继续推进科技创新、建成世

界科技强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一元领导与多元参与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

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贯穿于革命、建设、改革

各个历史时期科技工作的全过程。党统筹新发

展阶段全局,从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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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创新驱动发展、人才引领驱动、激发创新活

力等方面入手对我国科技工作进行了一系列重

大调整和总体安排,从国家层面保障科技创新

发展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能够有效集中。党

从底线思维入手,着眼制约我国科技发展的核

心领域、基础领域,强调要集中力量攻坚克难,
在最根本、最核心、最基础的领域久久为功。坚

持党领导下的科技发展,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

国科技往哪儿走、怎么走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同时,科技工作是各方主体协同参与的系统工

程:党的领导是方向性、全局性、政治性的;各级

政府通过政策把党的方针贯彻落地;科技工作

者提供智力支持;科研机构和高校提供科研成

果;市场促进科技资源分配;企业担当科技主

体;人民群众的需要为科技发展提供现实动力

等。孙慕天认为,“基础和主导的范畴,是从事

物矛盾双方的功能分化对辩证关系的把握,是
对矛盾辩证法的特殊领悟。”[11]基础是系统物

质性、实体性的前提;主导规定着系统的发展方

向和道路,制约着系统发展的水平。总之,党的

一元领导是主导,指引方向、集中力量;社会组

织的多元参与是基础,共同奋斗、激发活力。确

保科技发展稳中向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
成世界科技强国,就要始终坚持一元领导与多

元参与相统一。
(二)独立自主与开放合作相结合

改革开放初期,受我国经济条件、科技水平

落后等客观现实的制约,党要求发展科技必须

引进国外先进的经验、技术和资金。进入新时

代,在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全球化大背景

下,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更是题中应有之义。只

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以市场换技术的策

略,随着逆全球化思潮和国际竞争程度的加剧,
已经不再适宜。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中重技术

引进、轻消化吸收的问题,随着科技制裁之风的

兴起,也必须进行整改。在科技创新中必须大

胆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式,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

自尊大,党号召广大科研人员要敢为人先抢占

科技制高点[12]。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坚持国

际科技合作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科技领域的独

立自主,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优质教育培

养本国高精尖人才,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
实现我国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基础。党坚持独立

自主与开放合作相结合的发展,既避免了我国

科技工作封闭僵化,也避免了过分依赖其他国

家而导致丧失国际竞争力。坚持独立自主与开

放合作相结合是坚持自我发展并充分利用国内

国际资源的明智之举。
(三)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兼顾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工作既注重解

决当下经济和社会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又注

重超前部署、长远规划科技发展目标。当前利

益是我国科技工作与时代需要紧密结合的现实

体现,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党坚持以人为本的科技发展理念,将科技贯

穿粮食、生态、生命健康等各领域。面向当前利

益是激发科技发展活力的迫切需要,在新发展

格局、新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下,科技工作以市

场为导向,大力发展应用型技术,是以当前经济

收益带动科技长远发展。面向长远利益是党放

眼未来对科技工作提出的必然要求,科技落后

必然会导致国家发展落后,党坚持以中长期规

划作为新科技革命的引领者,长远利益是科技

稳步前进的客观诉求。党着重关注科技发展的

重难点领域、基础领域,为科技长远发展、稳步

前进打好基础。坚持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

合,不仅是时代性与前瞻性的结合,而且是科技

发展活力与科技发展定力的结合。当前利益与

长远利益紧密联系、相互促进,将加快我国科技

创新步伐,切实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使我国科

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台阶。
(四)宏观视域与微观视域相融通

新时代党领导科技工作既能看到国家的整

体需要,又能看到人民群众的具体需要。党在

改革科技体制和运行机制时,既能从战略、规划

等大方向入手,也能从人才自主培养、改革评价

体系等细微处着眼。整体需要与具体需要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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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我国科技工作的远大抱负与脚踏实地。“科
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1](P9)科学技

术是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国家利益、增强综合国

力的必备因素,科技实力越来越成为国家实力

的代表。人民群众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且

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每个时期的人民群众

都有不同的具体需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

价值追求就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3]。党

领导下的科技工作不仅有广度,还有温度,能够

为满足人民需要、解决社会难题和实现共同富

裕提供科技路径。同时,面对我国科技发展存

在的短板与弱项,党坚持大方向和细微处双管

齐下。以科技发展战略引导科技创新发展方

向,以新型举国体制激发科技发展潜在力量,破
除影响科技工作者潜心研究的“四唯论”评价体

系,发挥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等多元主体

在科技工作中的独特作用。总之,坚持宏观视

域与细微角度相融通,符合新时代科技工作“四
个面向”的新要求,对科技工作有重要的指导作

用,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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