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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022 年 5 月 14 日，中国商飞公司即将交付

的首架 C919 大飞机首次飞行试验在上海浦东机场圆

满完成。

徐炳南摄（人民视觉）

图②：雄伟壮观的港珠澳大桥。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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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

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着眼全局、面向未来，作出“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的重大战略抉择，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吹响建设世界科

技强国的号角。

十年踔厉奋发，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发生历史

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

自主创新道路。

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成功进
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北京时间 2022 年 9 月 1 日，距离地球约 400 公里

的浩瀚太空再次响起“我已出舱，感觉良好！”的自

信话语。

在亿万中国人的关注下，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以

精彩表现，圆满完成首次“全新状态”出舱任务。仅

仅 16 天后，神舟十四号乘组再次出舱，创造中国航

天员两次出舱活动间隔时间最短纪录。

以自立自强姿态攀登科技高峰的中国航天，是

创新中国活力澎湃的一个生动写照。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党的十

八大正式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把创新放在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党的十九大提

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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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一系列数据见证了中国创新的扎实脚印：全社

会研发经费从 1.03 万亿元增长到 2.79 万亿元，居世

界第二位；基础研究经费是十年前的 3.4 倍；科技人

才队伍不断壮大，稳居世界第一位；2021 年高被引

论文数排名世界第二位，是 2012 年的 5.4 倍；全国高

新 技 术 企 业 数 量 从 十 多 年 前 的 4.9 万 家 ，增 加 到

2021 年的 33 万家……

这十年，我国科技创新实力从量的积累迈向质

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我国成功

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

国的基础日益厚实。

中国航天再次创造纪录，仅用 33个月就实现第四

个 100 次发射周期；自主研发设计的“华龙一号”示范

工程全面建成投运，标志着我国核电技术水平和综合

实力跻身世界第一方阵；主要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达

到 95％以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 61%……

这十年，重大自主创新成果涌现，中国人探索未

知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十

年见证稳态强磁场这一“国之重器”从无到有，不断

刷新世界纪录；科研人员在国际上首次在实验室实

现了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合成，被评价为“从 0 到

1”的原创性突破；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量子计算原型

机、三维量子霍尔效应、纳米限域催化、凯勒几何核

心猜想等取得重大突破……

这十年，牢牢把握基础研究这一所有技术问题

的“总开关”，原创性突破持续为科技创新提供源头

活水。

深海油气、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型核电技术

为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创新药物、国产

高端医疗器械、先进诊疗技术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

多高质量的创新成果；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领军

企业勇立创新潮头，683 家企业进入 2021 年全球企

业研发投入 2500 强……

这十年，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坚突破，支撑国家重大

需求，为保障产业链安全提供有力科技支撑。十年矢志

创新，科技创新成为赋能发展、决胜未来的重要引擎、有

力武器。

创新第一动力不断增强，激
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科技自立自

强上取得更大进展，不断提升我国发展独立性、自

主性、安全性，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产业，开辟经济发

展的新领域新赛道，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高质量发展是创新驱动的发展，创新是高质量

发展的第一动力。

矿井下，直径 3.5 米的采煤机 1 小时就能开采

2500吨煤炭；5G 远程操控，“一键”就能将原煤传送到

地面；煤制油、煤制烯烃、煤制气以及超超临界高效

发电等先进技术，让“乌金”物尽其用……从“傻大黑

粗”到清洁高效，一粒煤的“华丽转身”，折射出的是十

年来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生动变化。

单车型新能源汽车 87 天销量破万，这是赛力斯

交出的转型“成绩单”。这家曾生产摩托车、面包车

的企业，如今正在绿色低碳发展的赛道上奋力超越。

这十年，粮食单产由亩产357公斤提高到2021年的

387公斤，清洁能源消费量占比由14.5%提高到25.5%；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加快应用，太阳能光伏、新型显示等技

术突破打通产业堵点……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促进作用更趋强劲，为新旧动能转换注入活力。

金沙江浩浩汤汤，流经白鹤滩水电站。今年 5
月，白鹤滩水电站最后一台百万千瓦机组顺利通过

无水联合调试，向全面投产目标发起最后冲刺。

这十年，北斗导航卫星全球组网，港珠澳大桥

通车，锻压机、盾构机、发电机等国之重器接连下

线，交通、能源、水利等领域捷报频传……科技创新

支撑一批重大工程建设顺利实施，我国在战略性高

技术领域积极抢占制高点。

C919 大型客机取得型号合格证。研制过程中，

我国突破掌握了 6000 多项民用飞机技术，带动了整

个航空工业的发展和进步。

这十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由 16.98 万亿元增

长到 31.4 万亿元；4 万多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848 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各怀绝技、携手并进；

“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影响力持续

攀升……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不断将创新优势

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

从一根光纤起步，武汉东湖高新区的“中国光

谷”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光纤、光缆研发生产基地，覆

盖“芯屏端网”的万亿元产业集群已具雏形。

这十年，我国高技术产业营业收入从 9.95 万亿

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19.91 万亿元，国家高新区园区生

产总值占我国 GDP 比重从 10.1%增长至 13.4%，北

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位列

全球科技创新集群前十……神州大地上，协同创新

的引擎轰隆作响，一批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加快崛起。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
造发展新优势

用改革之手点燃创新引擎，科技创新动能更加

强劲。

浙江省金华市的浙江派尼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由于关键技术难以突破，一度面临被淘汰的风险。“揭

榜挂帅”创新机制下，2020 年 5 月，当地将这一难题纳

入首批 100个企业重大技术难题清单，向全球发出“英

雄帖”。最终，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科研团队前来揭榜，

破解了企业生存困境，为其注入发展新活力。这是科

技体制改革十年来持续深入的一个缩影。

曾经管理过死的科研经费“活”起来了，“天女

散花”式的科技项目“统”起来了，闲置的科研仪器

“转”起来了……十年来，党中央对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作出一系列重要战略部署，科技体制改革“四梁

八柱”基本建立，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实

质性突破，科技创新的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

助推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显著提升。

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实现突破，产业链供应链更

加自主可控。

400 吨重、3 层楼高，牵引力堪比动车组。今年 3
月，随着自主研发的大吨位后驱刚性矿车 XDE440
下线，徐工机械成功摘得矿山设备这颗全球工程机

械行业“皇冠上的明珠”。

“奋斗者”号探底万米海沟、“中国天眼”捕捉宇

宙脉动，一项项中国突破令人振奋；中国桥、中国

路、中国车，一项项中国制造令人瞩目……十年来，

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道路，在关键

核心技术上奋力攻坚，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不断健全，进一步把

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为创新人才打造良好生态，人才作为支撑发展

的第一资源作用更加充分。

“整整 5 年里，我没有发表一篇与酵母相关的论

文。”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覃重军

坦言。正是对创新人才给予的信任，让他的团队一鸣

惊人，在国际上首次人工创建单条染色体的真核细胞。

十年来，我国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人才体制机制，

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创新生态，科技创新人才结构

和质量不断优化、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加快涌现，为

建成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打下坚实基础。

今日中国，创新要素高效流动，创新动能更加

澎湃。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阔步前行的我们更加自信！

科技自立自强筑牢国家强盛之基
本报记者 余建斌 吴月辉 谷业凯

达伯舒等 7 款创新药获批上市，覆盖治疗肺

癌、肝癌、食管癌和胃癌等高发癌种和类风湿关节

炎、强直性脊柱炎、银屑病等自身免疫疾病，150 多

万国内患者从中获益……2011 年在苏州工业园成

立的信达生物，跑出了新药研发的“中国速度”。

十年前，中国药品市场还以仿制药为主，创新药

市场份额较低，其中国产创新药的份额更小，国内患

者经常遭遇“买不到”“买不起”的困境。党的十八大

以来，“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等对新药研发

的支持力度逐年加大，药物审评、审批和国家医保目

录等相关制度改革大刀阔斧，催生了中国新药研发

的热潮。百济神州、荣昌生物、康方生物、加科思等

新药研发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上海、北京、苏州、

成都、广州等地的医药产业集群快速崛起。全国获

批Ⅰ类新药，从 2012 年之前的 5 个增加到现在的 80
个。国产新药的快速上市，不仅让更多患者受益，而

且显著减低了患者用药负担。

十年磨一剑，危难显身手。7 天内分离病毒毒

株 、14 天 内 研 制 成 功 检 测 试 剂 ，构 建 疫 苗 、中 医

药、中和抗体和小分子药“三道防线”，9 款疫苗、6
款药物获批使用，科技创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中发挥了重大支撑作用。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一个新方向，更加激发了各类

创新主体的新药研发热情。随着基础研究能力的

大幅提升，我国的新药研发正从跟随创新向原始创

新加速转变。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为例，该所已

孵化了维泰瑞隆、华辉安健、普沐生物、炎明生物

等 6 家新药研发公司，以自己的原创发现为靶标，

开发出治疗肿瘤、乙肝、肺纤维化等重大疾病的候

选药物，其中多款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医药创新，服务人民健康
本报记者 赵永新

北斗应用，助力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谷业凯

近日，华为发布业界首款支持北斗卫星消息的

大众智能手机。用户即使在荒漠无人区、出海等无

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环境下，也可将文字和位置信

息发出，与外界保持联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北斗系统建设步伐加快，应用

深度广度不断拓展。“天上建好，地上用好”的北斗系

统已成为我国重大现代化创新工程的典范。

“天作棋盘星作子”，如今的北斗系统已在众多

行业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在交通领域，已有超过

790 万辆道路营运车辆安装使用北斗系统，4.7 万多

艘船舶应用北斗系统；在农业领域，全国已安装北

斗自动驾驶系统的农机超过 10 万台，接入基于北

斗的国家精准农业综合数据服务平台的农机装备

达到 25.8 万台；在水利领域，北斗系统在超过 2587
处水库应用短报文通信服务水文监测；在生活方

面，搭载国产北斗高精度定位芯片的共享单车投

放已突破 500 万辆，2021 年国内智能手机出货量

中支持北斗系统的已达 3.24 亿部。

截至 2021 年底，具有北斗定位功能的终端产

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 10 亿台/套；截至 2022 年 3
月，北斗高精度时空服务的每月调用次数已突破

1000 亿次。北斗应用在助力打造现代化基础设

施体系、拓展行业应用场景方面，发挥了重要的

时空赋能作用。北斗系统正在成为支持经济社

会发展、助力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科技先锋”。

千寻位置网络有限公司日前发布包括高可

用星地一体融合技术、多层次大气建模算法等在

内的 6 项底层自研技术，标志着国内企业在实现

北斗产业自主可控之路上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随着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领域自主创新能

力持续提升，北斗应用与 5G 通信、大数据、物联

网等新兴技术领域深度融合，将加快形成更多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建设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

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信息服务体系。

■新时代新作为R

一张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 5G 网络，正

为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提供驱动力；一根光纤实现

近 300 亿人同时通话，不断突破的光通信关键核心

技术，催生出千亿新产业……放眼神州大地，处处可

见科技创新的澎湃动能。

科技赋能发展，创新决胜未来。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创新作为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立足中国特色，着眼全球发展大

势，把握阶段性特征，对新时代科技创新谋篇布局。

我国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事业发生历

史性、整体性、格局性的重大变化，成功迈入创新型

国家行列，走出了一条从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

经济强、国家强的发展道路。

十年奋进，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

用日益凸显。铸就大国重器，中国桥、中国港口、中

国盾构机引领潮头，成为响当当的“中国名片”；提速

动能转换，采煤炼钢、轨道交通、船舶海洋等传统行

业华丽转身，向高精尖迈进；开辟新赛道，大数据、人

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加快应用，新产业、新业态

孕育新活力；应急攻关，疫苗、药物、检测试剂等创新

成果，有力支撑了疫情防控；助力环保，煤炭清洁高

效利用，大气、水污染防治等技术应用，科技创新装

扮美丽中国……科技创新，让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更

足、成色更足、底气更足。

十年砥砺，创新实力今非昔比。从 2012 年到

2022 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由第三十四位上

升 到 第 十 一 位 ，人 才 结 构 和 质 量 不 断 优 化 ，研 发

人 员 总 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首位。十年探索，制

度优势日益显著。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化企

业创新主体地位，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更加健全。

奋楫者先，创新者强。当前，国际环境复杂严

峻，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更趋艰巨繁重。应变局、

育新机、开新局，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的命脉牢

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更大进

展，不断提升我国发展独立性、自主性、安全性，催生

更多新技术新产业，开辟经济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

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面向未来，我们完全有基础、

有底气、有信心、有能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以科技的主动赢得国家发展的主动。

一 代 人 有 一 代 人 的 奋 斗 ，一 个 时 代 有 一 个 时

代的担当。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集中精

力办好自己的事。奋进新征程，坚持创新在我国

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握机遇、迎难而

上，凝心聚力、坚定信念，我们一定能够全面塑造

发展新优势，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篇章。

以科技的主动赢得国家发展的主动
喻思南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