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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科学家
座谈会上的讲话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
电

在科学家座谈会上
的讲话

习近平

今天，我们召开科
学家座谈会，听听大家
对“十四五”时期以及
更长一个时期推动创新
驱动发展、加快科技创
新步伐的意见和建议。
出席今天座谈会的科学
家和科技工作者，分别
来自科研院所、高等院
校和企业，涉及基础研
究、应用基础研究、应
用研究，还有在华工作
的外国科学家。

刚才，大家结合各
自研究领域，就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
创新和发展等问题，提
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
和建议。请有关方面认
真研究吸收。下面，结
合大家的发言，我谈几
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快
科技创新的重大战略意
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高度重视科技创新
工作，坚持把创新作为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通过全社会共同努力，
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 。 重 大 创 新 成 果 竞
相涌现，一些前沿领域
开始进入并跑、领跑阶
段，科技实力正在从量
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
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
力提升。在这次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广
大科技工作者在治疗、
疫 苗 研 发 、 防 控 等 多
个重要领域开展科研攻
关，为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了有力支撑、作出了重
大贡献。借此机会，我
向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
衷心的感谢！

当 今 世 界 正 经 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
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
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我国“十四五”时期以
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加
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为
迫切的要求。一是加快
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需要。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推动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
变革，都需要强大科技
支撑。二是加快科技创
新是实现人民高品质生
活的需要。当前，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必须推出更多
涉及民生的科技创新成
果。三是加快科技创新
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
要。推动国内大循环，
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这一主线，提高供
给体系质量和水平，以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科

技创新是关键。畅通国
内国际双循环，也需要
科技实力，保障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稳定。四是
加快科技创新是顺利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 化 国 家 新 征 程 的 需
要。从最初提出“四个
现代化”到现在提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科学技术现代化
从来都是我国实现现代
化的重要内容。

现 在 ， 我 国 经 济
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
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
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
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
个第一动力。同时，在
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
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上升的大背景下，我们
必须走出适合国情的创
新路子，特别是要把原
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
现更多“从0到1”的突
破。希望广大科学家和
科技工作者肩负起历史
责任，坚持面向世界科
技 前 沿 、 面 向 经 济 主
战 场 、 面 向 国 家 重 大
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
度和深度进军。

二、加快解决制约
科技创新发展的一些关
键问题

我国拥有数量众多

的科技工作者、规模庞
大的研发投入，初步具
备了在一些领域同国际
先进水平同台竞技的条
件，关键是要改善科技
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
造活力，给广大科学家
和科技工作者搭建施展
才华的舞台，让科技创
新成果源源不断涌现出
来。

第 一 ， 坚 持 需 求
导向和问题导向。科研
选 题 是 科 技 工 作 首 先
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多
次讲，研究方向的选择
要坚持需求导向，从国
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
出发，真正解决实际问
题。恩格斯说：“社会
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
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
学 更 能 把 科 学 推 向 前
进。”

当 前 ， 我 国 经 济
社会发展、民生改善、
国 防 建 设 面 临 许 多 需
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比
如，农业方面，很多种
子大量依赖国外，农产
品种植和加工技术相对
落后，一些地区农业面
源污染、耕地重金属污
染严重。工业方面，一
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
人，部分关键元器件、
零部件、原材料依赖进
口。能源资源方面，石
油对外依存度达到70%
以上，油气勘探开发、
新能源技术发展不足；
水资源空间分布失衡，
带来不少问题。社会方
面，我国人口老龄化程
度不断加深，人民对健
康 生 活 的 要 求 不 断 提
升，生物医药、医疗设
备等领域科技发展滞后
问题日益凸显。对能够
快速突破、及时解决问
题 的 技 术 ， 要 抓 紧 推
进；对属于战略性、需
要久久为功的技术，要
提前部署。

第 二 ， 整 合 优 化
科技资源配置。对科技
创 新 来 说 ， 科 技 资 源
优化配置至关重要。“
两弹一星”成功，有赖
于一批领军人才，也有
赖于我国强有力的组织
系统。我们有大批科学
家、院士，有世界级规
模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
队伍，要狠抓创新体系
建设，进行优化组合，
克服分散、低效、重复
的弊端。要有一批帅才
型科学家，发挥有效整
合科研资源作用。要发
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
用，推动创新要素向企
业集聚，促进产学研深
度融合。要发挥我国社
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优势，优化
配置优势资源，推动重
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要组建一批国家实
验室，对现有国家重点
实验室进行重组，形成
我国实验室体系。要发
挥高校在科研中的重要
作 用 ， 调 动 各 类 科 研
院所的积极性，发挥人
才济济、组织有序的优
势，形成战略力量。

第 三 ， 持 之 以 恒
加强基础研究。基础研
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
我国基础研究虽然取得
显著进步，但同国际先
进水平的差距还是明显
的。我国面临的很多“
卡脖子”技术问题，根
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
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
没有搞清楚。基础研究
一方面要遵循科学发现
自身规律，以探索世界
奥秘的好奇心来驱动，
鼓励自由探索和充分的
交流辩论；另一方面要
通 过 重 大 科 技 问 题 带
动，在重大应用研究中
抽象出理论问题，进而
探索科学规律，使基础
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促

9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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