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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成功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
本报记者 佘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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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位于贵州被誉为“中国天眼”的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全景。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图图②② 33 月月 2323 日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第七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第七

十中学十中学，，学生们在收看学生们在收看““天宫课堂天宫课堂””第二课第二课。。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郝建伟郝建伟摄摄

图图③③ 天舟四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五天舟四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五

运载火箭组合体等待离开测试厂房运载火箭组合体等待离开测试厂房，，垂直转运垂直转运

到发射塔架到发射塔架。。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从零出发逐梦深空
本报记者 姜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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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

在 党 和 国 家 发 展 全 局 的 核 心 位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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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

排名中，中国从 2012 年的第 34 位上升至 2021 年

的第 12 位。

“中国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

了新的变化。中国既是国际前沿创新的重要参

与者，也是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贡献者。”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说。

科技实力进步显著

中国空间站里，航天员们拍下一张张俯瞰地

球的照片。“中国空间站视角下的祖国太美了！”

这是许多网友看到照片后的第一感受。

这 10 年是中国空间站从规划一步步变成现

实的 10 年。目前，问天实验舱已成功“问天”，梦

天实验舱也已运抵海南文昌，空间站在轨建造进

入冲刺阶段。按照计划，中国空间站将于今年年

底完成 T 字构型建造，舱内活动空间超过 110 立

方米，可实现长期 3 人、短期 6 人驻留。

中国空间站的成功建造，是 10 年来中国科

技投入不断增加、科技实力不断进步的缩影。

10 年来，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从 2012 年的

1.03 万亿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2.79 万亿元，研发投

入强度从 1.91%增长到 2.44%。

在衡量基础研究水平的自然指数年度榜单

排名中，中国科学院已经连续 10 年位列全球科

教机构首位。中国科学院院长侯建国介绍，中国

科学院研制建设了“中国天眼”、高海拔宇宙线观

测站、“人造太阳”等在国际上领先的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成为基础研究和科技攻关的利器，支撑

中国科学家在脉冲星研究、中微子振荡、磁约束

核聚变等方面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这些设

施还向国内外科学家开放，比如“中国天眼”已向

14 个国家的 27 个科学项目提供科学观测时间。

实力体现在世界科技前沿的竞争上。中国

科技工作者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

路，在量子信息、干细胞、脑科学等方面取得了一

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

实力体现在战略必争领域的保障上。深海

探测、火星探测等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北斗三号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开通已两年；港珠澳大桥

等一批重大工程建设顺利实施；深海油气、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新型核电等技术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

实力体现在新兴技术的应用上。高质量的

科技供给带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新能源汽车、新

型显示产业规模居世界第一位。超级计算、人工

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

技术加快应用，推动数字经济

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实力体现在对人民利益

的保护上。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我国组织

精锐力量开展疫情防控应急科研攻关，在疫苗、

药物、检测试剂等方面取得一批科技创新成果，

有力支撑了疫情防控。

实力体现在扩大开放的格局上。10 年来，我

国实施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

略，与 161 个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合作关系持续发

展，“一带一路”创新之路加快铺就。在应对气候

变化、粮食安全、人类生命健康等领域，与世界各

国的联合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地下空间工程的建筑防水是个难题，建筑建

材系统服务商东方雨虹持续创新研发，破解了这

个难题。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第一完成单位，与北京化工大学等单位开展

产学研联合攻关，完成的相关建筑防水项目获得

了 201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并获得

授权专利 14 项，其他知识产权 10 项；项目产品被

科技部列为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战略创新产品。

“该项技术成果已经在北京地铁、北京市南

水北调配套工程、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等国内重大

防水防护工程中应用。”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专家田凤兰介绍，他们秉持

“创新为剑”的发展理念，推动防水领域前沿技术

进步，相关产品远销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国家，

在国际上赢得了良好口碑。

像这样的故事，10 年来并不鲜见。越来越多

的 企 业 争 当 创 新 主 体 ，推 动 行 业 实 现 高 质 量

发展。

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是高质量发展最主

要的特征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创新对经

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日益凸显。10 年间，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从 3 个增加至 23 个，高新技术企

业数量从 4.9 万家增加至 33 万家。169 家高新区

聚集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人均

劳动生产率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2.7 倍。在上海证

交所科创板、北京证交所上市的企业中，高新技

术企业占比超 90%。

2014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出席国际工程科技

大会时指出，“工程造福人类，科技创造未来”。

“这句话对工程科技是非常深刻的诠释，也

充分强调了工程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介绍，这 10 年是我国工

程科技进步最大、科技实力提高最快的 10 年。

10 年来，中国科技铸就大国工程，发挥了新

型举国体制优势。中国高铁、中国大坝、中国桥

梁、中国港口，都是世界上响当当的中国“名片”。

10 年来，中国科技助力先进制造，让中国制

造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5G 通信、北斗导航、新

能源、先进核能、特高压输电，都是最具全球竞争

力的中国“功夫”。

10 年来，中国科技支撑精准扶贫，帮助打

赢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

最多的脱贫攻坚战。科研人员因地制宜，让

科研成果变成田间地头的“金果果”，以实际

行动把科研论文写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

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也体现在人民科学

素质的提升上。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

记张玉卓介绍，过去 10 年里，得益于科学普及，

中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大幅提升，从 2015

年的 6.2%提高至 2020 年的 10.56%。

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创新无止境，改革不停步。“改革只有进行

时。”王志刚说，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体制改革

成为各项改革中的重要领域，始终走在前列。通

过改革，我们的创新主体、创新活动、创新环境能

得到更好的改善，能够让更多人愿意投身科技，

激发创新积极性。

人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10 年里科技体

制改革围绕人来进行。我国深化了科技评价和

激励制度改革，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引进

体制机制更趋完善；深化了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

制度改革，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

2012 年至 2021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受

理项目申请约 201 万项，资助约 43 万项，覆盖自

然科学各个领域，保障各学科协调可持续发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李静海介绍，党的十八

大以来，自然科学基金委坚持科学性是根本、公

正性是生命的理念，确立了以“明确资助导向、完

善评审机制、优化学科布局”三项任务为核心的

系统性改革方案。例如，在优化学科布局方面，

大幅简化申请代码，代码体系由三级调整为两

级，数量由 3500 多个压缩到 1300 多个。

目前，我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部

署的 143 项改革任务已全面完成，《科技体制改

革三年攻坚方案》也已出台并开始实施。

一些重要改革决策与立法相衔接，有效巩固

了改革成果。我国修订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将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等

尽可能赋予科技创新的主体和人员。2021 年，全

国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3.73 万亿元，超过全社会研

发投入 2.79 万亿元，是 10 年前的 5.8 倍。

今年 1 月 1 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

学技术进步法》正式施行。科技进步法是我国科

技领域的基本法，颁布于 1993 年，2007 年第一次

修订，2021 年年底这次修订是时隔 14 年的第二

次重大修订。此次修订，把科技创新既定方针和

决策部署转化为国家意志，充分发挥法律的规

范、引导和保障作用，确保科技领域重大改革创

新举措贯彻执行。

成功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是 10 年来全国

各地方、各部门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入贯彻落实

党中央战略部署，中央和地方协调联动的硕果。

全国上下勠力同心、锐意创新，汇聚形成了建设

创新型国家的磅礴力量。

走过 10 年艰辛充实的创新之路，中国空间交

会对接雷达技术跻身世界一流，孙武带领的微波

雷达团队，也用扎实的脚步丈量着逐梦深空的新

征程。“10 年来，我们参与了空间站建设、探月工

程、火星探测等重大航天工程，实现了 3 个首次、

十战连捷。”中国航天科工二院 25 所微波雷达总

设计师孙武说。

当国内相关领域还是一片空白时，孙武已经

带领团队启动了微波雷达原理样机自主研制。从

零开始技术攻坚，日复一日试验、琢磨、更改、再试

验⋯⋯在突破一个个关键技术后，微波雷达加入

了载人航天事业大家庭，并在神舟八号无人飞船

与天宫一号首次交会对接任务中完成了“首秀”。

“一次到位”是孙武在雷达研制过程中常说的

一句话，也是他坚持“零缺陷”质量观的具体体

现。研制过程中，团队下发了组合任务书，对设计

规范和要求予以明确，并超前考虑一系列特殊环

境要求，这让微波雷达团队设计出来的产

品只要组合调试完成，即可直接进行系

统闭环测试，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重量减轻一半，体积减小三分

之二，功耗减少三分之一，这意

味 着 能 在 太 空 中 测 量 得 更

准、工作得更久⋯⋯2016

年 10 月 19 日 ，团 队 自

主研发的第二代高精度测量微波雷达助力天宫二

号与神舟十一号“太空牵手”。

“这 10 年，我们的微波雷达持续输出高精度

能力，我有幸参与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蓬勃发

展。我们正以更稳健的步伐在探索太空的新征程

上前进！”孙武说。

微波雷达团队另一个目标是星际探测。为

“天问一号”着陆火星提供测量手段——研制相

控阵敏感器。研制小组是一支年轻团队，经过

5 年精心打磨，实现了产品体积更小、重量更

轻、功能更全、精度更高的既定目标，被称为

“着陆末段关键七分钟的保命手段”。2021 年 5 月

15 日，“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迈出

了我国星际探测征程的重要一步。相控阵敏感器

不辱使命，实现了在地外天体着陆测量中的首次

成功应用，跨越 3.2 亿公里，团队镌刻下创新、

开拓、奋斗的印记。

“问天、问月、问星河，宇宙有多大，我们的梦

想就有多大。”这是这支团队 10 年来的亲身感悟。

2020 年 12 月 17 日凌晨，嫦娥五号怀揣来自

月球的岩石土壤返回地球，这也意味着微波雷达

在距离地球更遥远的空间领域，再一次成功应

用。“我们将继续发挥科技支撑力量！”孙武说，从

“上九天揽月”到“手可摘星辰”，他们将不断努力，

争做新时代中国航天事业的奋斗者、攀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