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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并指出要“培
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
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自1995年科教兴国战略提出以来，中国把科技创新和教育事业摆在重
要位置，一大批重大原创成果领跑全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深入人心，全民科学
意识觉醒，中国科教事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成为了国家发展、民族振兴永
不枯竭的重要源泉。

科技创新 领跑全球

当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中国把创新作为引
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大力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从科教兴国到人才强国，再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2年来，中共中央
顺应时代要求，将科技创新内化为执政理念的一部分，中国在创新方面的
表现可圈可点。

过去 5 年，中国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创新成果丰硕，天宫、蛟
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

在山东烟台，全球最大的海上钻井平台“蓝鲸2号”备受瞩目。这个
海上巨无霸，有37层楼高，甲板有一个足球场大。它可以在水深超过3000
米的海域作业，最大钻井深度15240米。“蓝鲸2号”生产经理程骋是9年
前来这里，从9年前船上大部分都是洋面孔，到如今中国面孔占据绝大优
势，程聘感觉到“有一股强大的中国力量在引领海工行业的发展。”

近期，在贵州平塘，“天眼”工程调试核心组组长姜鹏在带领团队执
行“天眼”落成后最重要的馈源舱调试任务时，指挥用6根钢索拉起馈源
舱，将重达30吨的舱体，在高空精准定位，误差不超过10毫米，这样的工
程难度世界上前所未有。在无先例可循的情况，姜鹏却带领团队出色地完
成了任务。

中国向海洋强国迈进的道路上，一个个世界领先水平的深水重器接连
入水。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已经完成152次试验性应用下潜，下潜
深度世界第一；在地球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也有了中国深潜器的身
影，“彩虹鱼”号无人潜水器已成功下潜。

作为世界造船大国，中国的船舶订单量、建造量和未交付订单占有率
三大指标位列世界第一，世界上已有船只类型95%以上中国人都能造。

航天航空领域的创新，中国同样让世界惊艳。2017年5月，C919首飞
成功，中国收获了又一个大国重器；此外，世界上最大的水陆两用飞机
AG600 顺利下线，促进了中国大型应急救援航空装备体系建设的跨越式
发展；运20首飞成功，实现中国大型运输机零的突破。

时下，“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一系列以科技创
新引领的“大招”正在中国酝酿实施，将带给转型中的中国巨大的活力和
经济增长潜力，科学创新的力量不仅重塑着发展的形态与内涵，也以前所

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亿万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思维方式。

教育先行 人才辈出

5 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教育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
决策部署。

“立德树人”“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一个个关键词
绘就一幅砥砺前行，让人民满意、人人出彩的中国教育画卷。

5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不断
创新人才培养体制、办学体制、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教学内容、方法、手
段，进一步扩大教育开放。

从《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到《统筹推进世界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从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2015—2020
年）》 到 《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一连串上下贯通、关涉
全局的顶层设计方案陆续印发实施。

“十八大以来的教育改革，覆盖了教育的全过程。每一个学段都有需
要解决的突出问题，都有亮点纷呈的改革措施。我们把公平和质量作为教
育改革的两大主题。公平，主要是在义务教育阶段作为一个突破口来抓；
质量，也是覆盖整个教育领域的。”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指出。

一系列改革创新之举持续推进，写下一串串令人振奋的数字：

目前，中国有51.2万所学校，1578万名教师，2.65亿在校学生，各级
各类教育规模均居世界首位；2016 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比 2012 年提高
12.9 个百分点，达到 77.4％；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3.4%，比 2012 年提高
1.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2.7％，比 2012 年提高 12.7 个百分点；从
2011 年到 2016 年，16—59 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9.7 年增加到 10.35
年。

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不断增强。5年来，高校服务产业、企业
和社会需求获得的科研经费总额超过1791亿元，发明专利授权量超过全国
年发明专利授权总数的1／5。

5年来，高校科技经费总额达6531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约7.8%。高校
牵头承担了80%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一大批“973”“863”等国
家重大科技任务，依托高校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占总数的近60%，获国
家科技三大奖占全部授奖数量的60%以上。

5年来，共有3400万普通高校大学毕业生和3000余万中等职业学校毕
业生，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若干高水平大学国际学术排行榜位置不断前移。在基于论文及其被引
用次数的国际学科评估中，2012 年到 2016 年，进入 ESI 前 1%的学科数从
279个增加到770个，有学科进入ESI前1%的高校从91所增加到192所。

《泰晤士高等教育》主编菲尔·巴称赞，中国大学正在超越欧美的名牌
大学，开始真正成为全球精英的一部分。

科教兴国 前景可期

2013年 10月 23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
员会海外委员时表示，科教兴国已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我们将秉持科技
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兼收并蓄，吸取国际先进经验，
推进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更多、更高素质的人才，同时为各类
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

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正坚定不移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为科研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

十八大以来，科技经费使用、科技成果评价、项目评审开展了一系列
改革，科研项目申请、经费预算、项目执行汇报等环节都得以简化。科教
兴国战略指引下的体制创新和制度改革为科研创新提供了便利，有利于科
研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科研活动上。

对此，中国科学院分子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王秀杰表示：“这些
变化让科学家能够更有条件捕捉科研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帮助他们在创
新发展的过程中取得更多引领性成果。”

2016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 1.57万亿元，比 2012年提高 52.5％，
年均增长11.1％，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

科技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从 2012 年的 52.2%提到 2016 年的
56.2%。《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在日内瓦发布，中国位列第22。中国
正加速迈进创新型国家行列。

与此同时，科研改革和人才引进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科技部党组书
记、副部长王志刚表示：“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让科技人员能把更多精力投
入到科研活动上。收入分配的改革也是如此，要让有成果、有贡献、有效
益的科研人员得到更好的回报。”

22年来，科教兴国战略结出的累累硕果正在反哺中国经济，今天的中国
正以前所未有的创新勇气、创新能力、创新速度将最新科学技术快速转化为
生产力，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向着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方向发展。

未来，中国科研将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
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加强国家创新体
系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倡导创新文化，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
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十九大报告这样写
道，这是教育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新定位、新使命，从“有学上”到

“上好学”，从“大起来”到“强起来”，建设教育强国，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服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基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共
同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新要求。

未来，中国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动城乡
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建设，健全学生资助制度，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办好继续教育……

十九大报告的目标明确、步骤清晰，中国正向着科技强国、教育强国
的目标迈进。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走科技强国之路
叶晓楠 郭超凯

网购：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方案
潘旭涛 舒博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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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双 11”，让美国华尔街的分析师们
很惊讶。

摩根士丹利此前预计，今年“双11”中国网购交
易额约1570亿元人民币，而其他机构的预计则更低。

可现实是，今年“双11”当天，光天猫的“成绩
单”就高达1682亿元人民币。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
心统计，全国网络零售额达到 2539.7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45.16%。

新加坡 《联合早报》 网站报道称，中国电商将对
商业世界和全球社会带来深远影响。

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

33 岁的陈玉是四川省青神县圆通快递网点负责
人。2009 年，陈玉成为一名女快递员。那一年，是

“双11”的第一年。如今，她的网点从最开始2个人发
展到了16个人，每天的包裹量翻了80倍……

最能够集中展示中国网购规模的便是每年的“双
11”。9年间，“双11”不断刷新记录，见证着中国速度。

2009年，天猫“双11”仅有27个品牌参与，首日
销售额为0.5亿元。3年后的2012年，天猫“双11”全
天成交额突破百亿元，达到 191 亿元。到了 2016 年，
成交额破百亿只用了6分58秒。而今年，破百亿仅仅
用了3分1秒，“双11”首日交易额1682亿元，是8年
前的3000多倍。

这样的狂欢，不只在中国国内。“‘双 11’你在
‘猫’网和‘狗’网买了什么？”在中国居住了两年的

德国小伙克里斯 （Chris） 近日回国探亲时，惊讶于德
国朋友们的问题。他反应了一会儿才明白，“猫”网是
天猫，“狗”网是京东。克里斯完全没有想到，中国网
购已经火遍了全球。

据统计，今年阿里巴巴有 14 万卖家参与“双
11”，其中6万在海外，是去年的近5倍。国际版“天
猫”——全球速卖通仅用了3小时50分，支付订单数
就突破1000万。

这些令世界惊叹的数字，展现出“双11”的全球
化速度与中国消费模式的国际影响力。

海外机构统计显示，10年前，中国电商交易额不
到全球总额的 1%，如今占比超过 40%，已超英、美、
日、法、德 5国总和；2016年，中国个人消费相关移
动支付交易额高达 79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 11倍。
美国波士顿公司的报告称，亚马逊在美国达到 50%的
渗透率用了14年，而淘宝在中国只用了9年。

全球资源的协同共振

买手直播新西兰牧场现场挤奶，然后鲜奶经过
CCIC 检验，接下来“包机直达”机场清关，最后是

“抢鲜车”配送。这就是今年“双 11”期间，天猫国
际联手新西兰一家鲜奶品牌开展的“全球接力，鲜奶
尝鲜挑战”。足不出户，中国人 72小时内就可以喝上
来自新西兰的新鲜牛奶，这是全球资源协同共振的又
一次飞跃。

阿里巴巴集团CEO张勇认为，如今，网购绝不只

是互联网行业的事情，而是一个社会现象，是全球资
源的协同共振。网购在商业力量、科技、大数据驱动下，
将生产、物流、营销、客服等社会各个产业链连接起来。

中国网购在海外崛起还带动当地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如今，俄罗斯邮政每年可以处理的跨国包裹是 3
年前的 7倍，当地银行也不会再把巨大的瞬间结算量
当成是“黑客袭击”。去年，菜鸟网络与全球速卖通推
出南美专线，这条专线相比传统物流渠道用时缩短
50%以上。

“简而言之，中国电商将市场、平台、支付服务、
即时通讯、广告投放服务、物流网络、金融服务以及
移动终端服务等囊括进来，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
全球数字营销集团首席运营官爱丽丝·梅尔尼克 （Al-
ice Melnik） 在最近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引领发展的中国方案

中国网购的巨大成功，让国外许多商家重新审视
电子商务的价值和数字生活的意义。

“马云曾说，错过中国你就错过了未来。”美国球
鞋零售商 Stadium Goods CEO 约翰对这句话深表同
意，“自从登陆中国电商平台，我们的产品就越来越受
欢迎。我们把鞋快递到中国，甚至比快递到美国洛杉
矶还便宜。”

《金融时报》近日发表文章称，中国正经历一场消
费革命，堪比18世纪发生在欧洲的消费革命。阿里巴
巴和京东等中国电商正成为这场革命的推动者。

今年1月4日，美国零售巨头梅西百货宣布将关闭
68家门店，并押宝中国市场，与阿里巴巴达成战略合
作，力挽在美销售颓势。“梅西百货离不开中国，我们
要成为中国的梅西百货。”梅西百货中国区行政总裁达
斯汀·琼斯 （Dustin Jones） 表示。

正如美国 《华尔街日报》 所说，全世界都在睁大
眼睛看向中国方案。今天的世界换了一种方式持续

“收藏”中国，不再是古老的瓷器和青铜器，而是引领
全球的先进技术和理念。

2017第六届 （上海） 国际服务机器人展上，汇聚了各种高科技服务机
器人产品。 王 冈摄 （人民图片）

被誉为“天眼”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工程全景。 新华社记者 刘 续摄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新大赛现场，来自湖南农业大学参赛
选手在展示农业灭虫无线监控装置。 秦廷富摄 （人民图片）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