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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动自主创新

镜头：

2020 年 6 月 23 日 9 时 43 分，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山谷的寂静被巨大的轰鸣声打破。乳白

色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底部喷射出橘黄色的

火焰，从发射塔架上一跃而起，直奔苍穹。约 30
分钟后，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这是第五十五颗北斗导航卫星发射，也是北

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被送入太空。随

着这颗卫星加入导航星座，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

航系统星座部署比原计划提前半年完成。7月 31
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意味

着北斗系统向全球各个角落投去精准高效的卫

星导航定位服务。

解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科技自立自强是

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

当前，我国发展既需要应对诸多风险挑战，

也必须抓住难得的科技创新重大机遇。科技自

立自强是我们主动识变应变、因时因势而动的

战略选择。

“北斗系统的技术和能力水平，对标的是世

界一流。作为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北斗三号是我国从航天大国迈向航

天强国的重要标志。”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

斗三号卫星总设计师陈忠贵介绍，作为国之重

器，北斗导航卫星单机和关键元器件国产化率

达到 100%。北斗是中国航天人走出自主创新

之路的缩影，也是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典范。

自立自强意味着立起来还要强起来。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吕薇认为，科技自立自

强与自主创新一脉相承，“自立”体现了自主创

新，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安全、可控；“自

强”则强调了提升科技创新的质量，增强科技引

领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

率的创新，塑造国家发展新优势。

以北斗为代表，从载人航天到探月工程，从

蛟龙号到“奋斗者”号，从原始创新到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中国科技正努力实现自立自强，加快

建设科技强国。

坚持“四个面向”

镜头：

灯火通明的研发大楼，分秒必争的临床试验，

加班加点的生产制备……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布局了 5条技术路线，同步

推进新冠病毒疫苗研发攻关。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已有 14个疫苗进入临床试验，其中 5个疫苗

进入Ⅲ期临床试验。近期，我国开始对部分从事

进口冷链、口岸检疫、生鲜市场、交通运输、医疗疾

控等工作的重点人群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解读：

在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

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肩负起历史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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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向科学技术

广度和深度进军。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张

凤说，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基础上增加“面向人民生

命健康”，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彰

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坚定决心。

“内涵更加丰富的‘四个面向’，为我国科技

发展明确了新的坐标。”张凤认为，面向世界科

技前沿，探索最具未知性、开拓性和挑战性的研

究领域，是科技创新的基础任务；面向经济主战

场，加强科技供给，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的“牛鼻子”；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体现出科

技创新的关键作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就是要

努力补齐生命健康科技研究短板，提升人民幸

福感。

张凤说，落实“四个面向”的要求，要坚持

需 求 导 向 和 问 题 导 向 ，切 实 为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和增进民生福祉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要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激

发 创 新 创 造 活 力 。 同 时 ，还 要 持 之 以 恒 加 强

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强人才

培养，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

技合作战略。

发挥新型举国体
制优势

镜头：

2020 年 12 月 17 日凌晨，内蒙古四子王旗阿

木古郎草原上，如一道流星划过夜空，嫦娥五号

携带月球样品安全着陆于预定区域，任务取得

圆满成功。嫦娥五号任务首次实现了我国地外

天体采样返回，经历了 11 个重大阶段和关键步

骤，完成了一次对接、六次分离，两种方式采样、

五次样品转移……历时 10 年，汇聚了全国数千

家单位、数万名科技工作者。这是发挥新型举

国体制优势攻坚克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

解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发挥新型举国

体制优势，发挥好重要院所高校国家队作用，推

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万

劲波表示，具有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充分发挥

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政治优势和

制度优势。新中国成立后，举国体制适应我国

建设初期的实际情况，迅速构建了国家科技发

展体系，取得了“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

台、组织重大科技专项等方式，调动战略科技力

量和全社会科技创新力量，取得了载人航天、北

斗工程、探月工程等重大成就。

万劲波认为，新型举国体制是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既发挥市场经济的

长处，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选准关

系全局和长远发展的战略领域和优先方向，制

定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发挥新

型举国体制优势，要以形成战略性技术和战略

性产品为牵引，凝练重大科技专项和重大科技

工程，加快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既铸“重器”、锻

“长板”，又补“短板”、强“弱项”，抢占引领未来

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

万劲波说，发挥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要强

化系统观念，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

工作方法。要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统筹建

设，优化资源配置，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

象”，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激发好奇心加强
基础研究

镜头：

2020 年 12 月 4 日，一台名为“九章”的量子

计算原型机问世，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这台 76
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潘建伟、陆朝阳等科学家合作构建，对经典数学

算法高斯玻色取样的计算速度，比目前世界最

快的超级计算机快一百万亿倍。这一里程碑式

的突破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二个实现“量子优越

性”的国家，也推动全球量子计算的前沿研究达

到一个新高度。

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科

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出发点往往是科学家

探究自然奥秘的好奇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

调，要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重

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支持有条件的

地方建设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认为，加强基础研

究，离不开强烈的好奇心。好奇心是人们认识

世界的起点，是探求新知的内在渴望，更是基础

研究的原始冲动和活力所在。纵观科学发展

史，很多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改善的科技创新

是好奇心使然。从揭示量子力学理论，到“九

章”量子计算原型机问世，正是人们对未知的无

限好奇和渴望，牵引着科学家不断走近神奇的

量子世界，在一个全新的维度上去认识自然。

“好奇心代表着人的求知欲。没有好奇心，

我们就提不出问题；提不出问题，我们就很难去

深究，社会就很难进步。”周忠和说，“爱因斯坦

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

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只需要数学或实

验的一个技巧，而提出新的问题，却需要创造性

的想象力，这才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社会激发、呵护广大

科研人员的好奇心。周忠和表示，相关部门要

为自由探索和充分的交流辩论营造空间，为大

胆假设、勇于创造提供土壤，要对勇闯科学“无

人区”的开拓探索、甘坐“冷板凳”的潜心研究给

予支持和奖励。

支持领军企业组
建创新联合体

镜头：

2020 年，深度学习平台百度飞桨交出了一

份漂亮的年终成绩单：集聚 260 多万开发者，服

务超过 10 万家企业，训练超过 34 万个模型，有

效降低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门槛，让开发者和

企业一道，加速产业智能化升级。百度飞桨的

快速成长离不开我国深度学习领域首个国家级

工程实验室——深度学习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

实验室。这家由百度牵头，联合清华大学、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等单位组建的实验室，已成为我

国人工智能加快发展的助推器。

解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发挥企业在科

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

联合体，带动中小企业创新活动。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创新评估所副所

长赵宇表示，我国经济发展逐步由要素驱动向

创新驱动转变，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

杂变化。适应这些变化，我国需要全面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把握发展主动权。

创新联合体是一个可以承接国家重大科技

项目的单元。企业具有天然的创新动力，支持

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更有助于发挥市场

机制作用，促进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

当前，我国一些创新型领军企业在各自领域已

具备较强的研发实力，成为国家技术创新力量

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企业有能力牵头开展科

研攻关，集聚产学研优势资源，实现全产业链

创新。

赵宇认为，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

将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科

技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由于强化科研目标

的产业导向，科技资源配置和科研评价方式也

将随之调整，推动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加速。

他说，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需要

进一步梳理相关难点、痛点，做好引导。同时，

应借鉴国际经验，探索出一条以共同目标为纽

带、以市场机制为保障、各方力量协同参与的创

新组织方式。

落实好“揭榜挂帅”机制

镜头：

2020 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让各地先后进入“战时状态”。随着春运返程高

峰到来，巨大的挑战也随之出现：如何快速给大

规模人流测温？1 月 25 日，北京中关村科学城

管委会发布了一则“英雄帖”：征集人工智能算

法提升红外测温效率的技术方案。旷视科技是

最早“揭榜”的企业之一。CEO 印奇挂帅，迅速

成立攻关项目组，只用 13 天就推出“明骥”AI 智

能测温系统综合解决方案，并在 2 月中旬率先上

线。为了保障系统运转，项目组曾连续奋战 68
个小时，先后验证了 6 套设备。

解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完善激励机制

和科技评价机制，落实好攻关任务“揭榜挂帅”

等机制。

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张赤东看来，实行“揭榜挂帅”机制，就是要聚焦

关键核心技术和应急攻关项目，把真正具有创

新能力的“帅才”识别出来。“这对于完善我国科

学计划和科技项目的组织管理方式，激发创新

主体的积极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科技创新面

临着新的形势和使命。”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院研究员刘东认为，要进一步加强科技资源配

置宏观统筹，深化科技项目组织管理、创新团队

遴选、项目流程管理等方面的改革。这将推动

项目管理主体多元化，突出需求导向、目标导

向，充分发挥战略科技力量、领军企业、帅才科

学家等的作用。

聚天下英才，攻核心技术。实行“揭榜挂

帅”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持续提升自主创新的效能和水平。新的一

年，期待更多“揭榜挂帅”的人才脱颖而出，推动

我国技术攻关能力不断迈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余建斌、冯华、吴月辉、喻思南、

刘诗瑶、谷业凯）

努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本报记者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只要秉持科学

精神、把握科学规律、大力推动自主创新，就一定能够把国家发展建立在更加安全、更为

可靠的基础之上。“十四五”开局之年，科技工作如何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支撑？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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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AG600600 海上首飞海上首飞。。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李紫恒摄摄

图图②②：：落月后的嫦娥五号探测器落月后的嫦娥五号探测器。。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图图③③：：““华龙一号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福清核电全球首堆福清核电 55 号号

机组外景机组外景。。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图图④④：：““奋斗者奋斗者””号万米载人潜水器号万米载人潜水器（（资料照资料照

片片）。）。 中国船舶集团中国船舶集团供图供图

图图⑤⑤：：科研人员在对新科研人员在对新冠冠病毒疫苗样品进病毒疫苗样品进

行行检测检测。。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张玉薇摄摄

图图⑥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

颗组网卫星点火升空颗组网卫星点火升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江宏景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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