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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促进基础研究，新型举国体制要做好“加减法”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薛姝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
员  何光喜 

 

    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时强调，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充分发挥国

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支持周期长、风险大、难度高、前景好的战略性科学计划和

科学工程，抓系统布局、系统组织、跨界集成，把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力量拧成一股绳，

形成未来的整体优势。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通过市场需求引导创新资源有效配置，形成推进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 

    当前世界科技竞争格局加速改变，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强化基础研究战略部署。为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新型举国体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可以成为促进我国基础研究能力实现迅速提升

的有效路径。新型举国体制在基础研究的不同领域发挥的作用不同，在应用基础研究领域，新型

举国体制适合发挥资源动员优势促进集中攻关；在自由探索基础研究领域，新型举国体制适合发

挥领导优势优化科研环境。 

    针对不同研究特点，把握新型举国体制应用边界 

    在科技创新领域，举国体制是为实现国家特定目标，凝聚全国力量集中攻关的体制机制，历

史上我国已经依靠举国体制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新型举国体制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基于国家战略导向和目标，遵循现有市场、管理运行机制，充分发挥政府的资源配置作用和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力，整合多元化科技力量，取得重大突破的一种任务机制。 

    在基础研究领域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需要针对应用基础研究和自由探索基础研究的特

点，准确把握新型举国体制的应用边界和实现路径。应用基础研究需要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在科

技资源充分动员的条件下尽早实现研究目标，为此，新型举国体制适合直接发挥作用，充分发挥

资源动员及协调优势，促进机构、学科之间的联系，集中人力、物力、信息等各项资源，进行集

体攻关。自由探索基础研究更多依赖于科研人员的好奇心驱使，需要良好的科研环境，为此新型

举国体制适合间接发挥作用，充分发挥领导优势，落实更为有效的人才评价方式，创造更有利于

自由探索基础研究发展的条件，营造更为宽松的科研环境，培养科研人员攻坚克难、勇于奉献的

精神。 

    做“加法”，对相关应用基础研究集中攻关 

    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协调实验室、企业、科研机构、大学等战略科技力量，激活市场资源，

针对关键核心技术相关基础科学问题集中攻关，缩短基础研究成果向产业领域转化的时间，重点

是做“加法”。 

    在资源投入方面，新型举国体制能够在市场配置资源能力不足的领域发挥优势，实现资源优

化配置。我国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功能定位进一步明晰，由

传统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主导各个领域资源配置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在面

向国家安全性、战略性等市场失灵（市场能力不足）的领域，以及需要尽快实现科研突破的领域，

如在“卡脖子”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方面，仍需要基于国家力量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充分调动

经济社会的各类资源与各类主体积极性，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集中力量办大事”。 

    在产业发展方面，新型举国体制有助于加速基础研究成果向产业应用转化。可以充分利用新

型举国体制优势，选择特定重点领域，推动各类创新主体集中攻关突破，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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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形成“集团作战”分工协作优势，提升产学研合作、校企协同创新力度，加速基础研究成

果产出和向产业界转化。 

    做“减法”，为自由探索创造宽松环境 

    针对自由探索基础研究，新型举国体制可以重点发挥领导作用，通过发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优势，为基础研究人员提供稳定的保障，为基础研究创造更加宽松良好的科研环境，重点是做“减

法”。 

    在科技评价方面，新型举国体制能够有效突破传统科研成果评价和科研人员评价的方式和内

容，激发基础研究人员的科研动力。以重点科研任务为依托，通过“揭榜挂帅”“互联网+代表作”

等形式，进一步落实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促使相关科研

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追求基础研究成果和集体荣誉上，而非追求论文发表、获奖、职称、人才

“帽子”等。 

    在科研环境方面，新型举国体制有利于激发出齐心协力、攻坚克难、甘于奉献、敢于牺牲的

精神，为基础科研人员创造潜心研究、淡泊名利的良好科研环境。近年来，关于科技工作者公众

形象的一系列调查显示，公众认为当前科研人员的奉献精神不如老一辈科学家，其中重要的原因

是“两弹一星”等举国体制科研攻关，不但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奉献精神，同时营造出了良好的科

研环境和社会氛围。新型举国体制可以成为进一步增强科研人员奉献精神、提高科学家公众形象、

营造有利于科学研究良好环境的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