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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关键一步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胡志坚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的发布实施，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迈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关键一步具有重要意义。 
    一、“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规划 
    2016 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确立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总体思路和“三步走”战略目标，提出到
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十三五”正是实现“第一步”战略目标，即到 2020年进入创新
型国家行列的最后冲刺阶段。“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既是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第

一个五年规划，也是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的最后
一个五年规划，在发展战略目标和任务的衔接上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在未来五年内，就是要把“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放在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高度进行实
施，动员全社会力量推动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型，实现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目标，并为实现建设世

界科技创新强国的伟大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十三五”时期应考虑开展下一个中长期科技

创新规划的研究编制，进一步明确细化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路径和重大任务。 
    二、“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是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规划 
    《规划》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将创新与发展紧密结合
起来，着力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突破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实现经济持

续稳定增长的技术瓶颈，在发展目标和指标设置、重大改革和政策措施的安排上，都体现了对落

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的全方位任务部署。 
    《规划》突出体现了“十三五”的阶段性特征，包括：突出科技创新战略能力建设，启动实
施“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在重要战略领域布局建设国家实验室、加快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建设等，都是在培育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引领未来产业变革方向、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

性创新力量，以支撑国家长远发展和综合国力提升。突出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构建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技术体系，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通过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

新机制的融合发展，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突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

效能，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两个轮子协调发力，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核心引领作用。突

出国际视野，构建全球化高水平的创新网络，通过牢牢把握创新要素流动全球化趋势，充分利用

全球创新资源，发挥科技创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提升国际科技合作水平。

此外，还突出了创新文化建设，激发创新创业活力，通过激发和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让全社会各类人才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在全社会大力营造勇于创新、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的良好

氛围。 
    三、“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是应对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打造国家先发优势的规划 
    当前，全球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与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叠加期。一方
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学科多点突破、交叉融合趋势日益明显，信息网络、

生物科技、清洁能源、新材料与智能制造等领域呈现群体跃进态势，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产业

发展“拐点”显现，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仍然

在深度调整，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的力度，加快布局新产业、新业态，抢占未来

经济和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在政策手段上一手抓稳增长，一手抓促创新。充分利用科技革命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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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变革机遇，加快培育新动能，成为带动全球经济走出新增长周期的关键。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承载了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使命，超出了传统的科技发展规划
范畴，在理念上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一方面通过重大战略任务部署，积极把握和应

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态势，突破新兴产业技术瓶颈，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构建产

业创新链条，促进新兴产业和业态发展，在国际竞争中抢占先发优势；另一方面通过体制机制改

革和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市场原动力，以政策手

段拓展新兴产业和业态发展空间，为培育新动能、推动新经济成长提供制度激励。从这个角度来

看，“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着眼于未来竞争形势，为我国塑造先发引领型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