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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自立自强谱
新篇(2021年中国经
济观察②)

“十四五”开局
之年，中国科技创新
捷报频传——

飞越深空，天问
一号成功探火。今年
5月，中国首次火星
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
测器成功着陆火星，
中国首辆火星车祝融
号在火星表面留下中
国印记；

筑梦天宫，神舟
飞船接续冲天。神舟
十 二 号 、 神 舟 十 三
号载人航天任务相继
实施，中国人首次进
入自己的空间站，还
将创造中国航天员最
长的太空驻留纪录，
浩渺星空见证大国自
信；

再创新高，“人
造 太 阳 ” 持 续 “ 燃
烧”。5月28日，全
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

实 验 装 置 以 1 . 2 亿 摄
氏度的温度持续“燃
烧”101秒，将原世
界纪录延长了5倍。

…………
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的决议》指出，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坚
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把科技自立自
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
略支撑”。

今 年 5 月 2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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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
讲话强调：“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高质量发
展，必须深入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人才强

国战略、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完善国家创
新体系，加快建设科
技强国，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

立足新阶段，启
航 新 征 程 。 今 年 以
来，中国科技事业加
快发展，创新体系更
加健全，创新环境不
断优化，创新能力显
著增强，广大科技工
作者奋勇登攀，科技
创新为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
的《2021年全球创新
指数报告》显示，中
国 创 新 能 力 综 合 排
名上升至世界第十二
位。

重大创新成果竞
相涌现，科技创新能
力持续提升

“羲和号”探日
实现太阳探测零的突
破、“祖冲之二号”
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
问世、高海拔宇宙线
观 测 站 投 入 科 学 运
行……“十四五”开
局之年，中国持续推
进基础研究和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重大创
新成果竞相涌现，科
技 创 新 能 力 持 续 提
升，在实现科技自立
自强的新征程上阔步
前行。

基础研究领域不
断取得新进展。

以二氧化碳为原
料 ， 不 依 赖 植 物 光

合作用，直接人工合
成淀粉——看似科幻
的一幕，被中国科学
家变成了实验室里的
真实场景。中国科学
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
研究所在国际上首次
在实验室实现了二氧
化碳到淀粉的从头合
成，被国内外领域专
家认定为“典型的‘
从0到1’的原创性突
破”。

“基础研究能力
是国家创新活力的源
泉。基础研究的水平
决定了一个国家科技
创新的底蕴和后劲，
强大的基础研究是中
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的前提和根基。”科
技部基础研究司司长
叶玉江说。

一年来，中国在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投入上持续发力，
一 份 份 捷 报 鼓 舞 人
心。四川海子山，高

海拔宇宙线观测站首
次在银河系内发现大
量超高能宇宙线加速
器，突破了人类对银
河系粒子加速的传统
认知，开启了“超高
能 伽 马 天 文 学 ” 时
代。

近年来，中国将
基 础 研 究 摆 在 越 来
越重要的位置。2020
年，基础研究经费投
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
重 首 次 突 破 6 % 。 “
十四五”时期，这一
比 重 将 有 望 达 到 8 %
以上。可以预见，对
基础研究的重视将有
力牵引中国的原始创
新，实现越来越多“
从0到1”的突破。

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实现新突破。

9 月 1 2 日 上 午 ，
山东荣成石岛湾，天
高云淡，海风轻拂，
全球首座模块式球床
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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