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5 年开始在全国实施的科教兴国战
略，促进了我国科技教育投入的增加，特
别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等举措，引领科技教育事业走向快速发
展的轨道。20 多年来，我国科技教育事业
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发展。

科教兴国战略的形成，源于中国共产
党历来重视科技和教育事业的传统，是历
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
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的探索。1949 年春，
党中央在谋划新中国事业蓝图时，将科学
作为一项重要事业进行擘画。1949年 11月
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

1956 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
的号召。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组
织全国优秀科学家制定了 《1956—1967 年
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个规划的
实施奠定了全国科技体系的基础，取得了
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大批重大科技
成果。

早在 1963 年，周恩来总理就指出，科
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提出“科
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
部分”等论断，迎来“科学的春天”。

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 1988 年
邓小平又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这一重要思想指导了上世纪 80年代拉开的
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体制改革。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中，党对科
技和教育的认识不断深化。建设创新型国
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创新在
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等一
系列大政方针，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科教兴国战略等重大论断和决策一脉
相承，在继承中逐步发展、全面深化。

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谱写了中国现代
科技发展史上最宏伟壮丽的篇章。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
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只有不断夯实国家
发展的基础，党和国家的事业才能永远立
于不败之地。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技术史系
教授）

“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
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
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主楼大堂墙上，邓小平参观北
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的话语引人瞩
目。“那是1988年10月24日，令人鼓舞的
一天。”作为中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的建
设者之一，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原副所
长张闯研究员对那天的场景记忆犹新。

1962年，张闯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
系、主修高能加速器专业。那时的他有个
愿望：建造中国自己的加速器！

“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1972 年 9
月，周恩来总理的一则批示让科研人员振
奋。“这件事”指的就是高能物理研究和
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闻知此讯，在辽
宁工作了 7 年的张闯迫不及待希望调入中
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生时代的梦想
成真了！”

和所有科研工作者一样，1978年那个
“科学的春天”令张闯难以忘怀。几年
后，他满怀热情地投入对撞机建设。1988
年 10 月 16 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
对撞成功，标志着中国高能物理研究走向
世界前沿。

进入90年代，科研更多面向经济建设
主战场，高能物理研究这样的基础研究工
作，如何稳住和培养更多人才？我国的高

能物理和加速器研究怎样在激烈的国际竞
争中再铸辉煌？一连串问号出现在张闯和
同伴心中。

“1995年，《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
决定》和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解答了这
些困惑。”张闯说，在政策指引下，研究
者进一步明确了高能物理等基础科学的未
来方向，开始转向探寻符合中国国情、具
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路径。

作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科学家，张闯
见证了中国在重大科技领域从学习者、追
赶者到引领者的巨大变化。1979年，第一
次被派往美国费米加速器实验室访问，当
时国内外科研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
差异，让他很受触动。1994年，赴欧洲研
究室开展合作，年轻同事感叹：“在一些
研究领域，我们与国外已相差无几”。今
天，由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主导的北京
谱仪国际合作组，吸引了来自15个国家和
地区 76个科研机构及高校的 600多名研究
者，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科学家巴里·巴
里 什 直 言 “ 中 国 将 成 为 国 际 大 科 学 中
心”。谈及此，张闯一脸自豪。

“我们在科技创新领域还有很多攻关
要做，中国发展始终需要科技这个加速
器。”抬眼凝望 33 年前邓小平与对撞机建
设者的合影，77 岁的张闯仍然干劲十足、
豪情万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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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指针回到1995年。
5月 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 《关于

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下文简称 《决
定》），首次提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实施科教
兴国战略。

20 天后，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江泽民
明确提出“在全国形成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
热潮”。

4个月后，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中，实施科教兴国
战略被列为今后 15 年乃至更长时期加速我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针之一。

科教兴国这项基本国策的确立，向世人
宣示：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将带领亿万人民，自觉坚定地寻
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为兴国
强国注入强大持久动力。

来自“第一生产力”的理
论发展

“ 科 教 兴 国 战 略 的 提 出 ， 是 全 面 落 实
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重要
思想的重大举措。”曾策划举办“科技梦·中
国梦”大型主题展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学者王
扬宗教授说。

1977年8月，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
谈会上的一番话，就已充分展现其远见卓
识。他说，“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
读到这段史料时，王扬宗满心敬佩。“打一开
始，小平同志就把科学和教育放在了实现四
个现代化的高度来思考。”

1978年3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国科学
大会在京召开。会上，邓小平重新强调了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指出“四
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诚
恳表示“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与会的
科技工作者们都很激动。

“科学的春天”扑面而来。伴随着思想解
放，是相关体制的改革、机制的确立。1985
年3月和5月，中央相继作出 《关于科学技术
体制改革的决定》 和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
决定》，明确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
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教育
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
须依靠教育”。

1988年9月5日，在会见外宾时，邓小平
表达了他的深思熟虑：“马克思说过，科学技
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
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第一生产力！当“第一”前置于“生产力”，
不仅是把科学技术之于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
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更是对马克思主义
科学技术观和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

这一重要论断，不断贯穿落实在此后的
全党重点工作中，并成为科教兴国战略的最
基本最重要的理论依据。

一个面向21世纪的重大
决策

“无论是中央做出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重
大决定，还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出把经
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
质的轨道上来，都符合国家当时和长远发展
的需要。”上世纪90年代，段瑞春作为原国家
科委副秘书长、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
长，曾参与了 《决定》 的讨论和起草工作，
对这份《决定》的出台记忆犹新。

彼时的中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
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

正不断创造经济奇迹，但外延式、粗放
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资源、人口等
巨大压力。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面
临两个根本性转变，中国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驱动与支撑在哪里？

彼时的世界，发达国家纷纷加大科
研创新投入，科技实力成为综合国力竞
争的重要因素，中国靠什么跻身强国？

虽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
思想，极大释放了科技生产力，但经济
与科技“两张皮”现象仍然存在，自主
研发与引进国外技术间的矛盾该如何解
决？

“真正要让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发
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需要站在国家
层面考虑，从制度、人才、投入等方面
改革。”中国科协原副主席齐让这样回忆
科教兴国战略提出的具体背景。

1994 年 11 月，国务院总理办公会，
制定 《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
提上议程。起草者们广泛征求、积极吸
纳各方意见，深入调研、字斟句酌……

让段瑞春印象极深的有几点：一是自
主创新被提到显著的位置，“上升到制度
的层面，具有战略远见”；二是《决定》提
出，到200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 1.5%。“这个比例的
确定来之不易”，“说明在科技投入方面形
成了更大共识和举措”；三是更加强调通
过法治手段来促进和保障科技工作。

还有一处细节：最初讨论稿中是“科技
兴国”，最后确定为“科教兴国”，一字之差，在
齐让看来意义重大。“如果说‘经济’是我们要
谈的今天的事，那‘科技’就是明天的事，‘教
育’是后天的事。‘教育’这个‘后天的事’，一定
要提前至今天来统筹。”他说，“把教育和科技
一起放到国家发展战略中考虑，正是着眼于国
家的长远发展大计。”

一条中国特色自主创新
之路

“回放‘九五’的一路凯歌，科技和教育
是其中的优美和弦，‘科教兴国’战略成为本
世纪最后 5 年的时代强音。”2000 年 9 月 28
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有关“九五”成果
综述，如此欣喜地评价。

的确是时代强音！全国形成“党政一把
手亲自抓第一生产力”的可喜局面，全国科
技、教育工作者成为科教兴国战略主力军，
大批科研成果迅速转化，大量科技型企业纷纷
涌现。短短时间内，“依靠科学技术和教育来推
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深入人心，“科教兴国
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家喻户晓。

一系列科教领域的创新部署加速推进：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制定，国家知识创新工
程启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推进，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设立，《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
计划》实施……

2001年4月，时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向中
外记者发布了一组数据：据不完全统计，“九
五”期间，中国在科技攻关领域共取得成果2
万多项，累计创造综合经济效益 4300 多亿
元，培养科研人才近2万名……这是科教兴国
战略在中国大地的最美回声。

而这首“春之声”，穿越“九五”的时空隧
道，踏上 21世纪的新航程，正以更加强劲高亢
的旋律，回荡在中国梦的百年征程。从科教兴
国战略到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十四五”高质量发展
目标，科技进步、自主创新的作用日显重要；中
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越走越宽。14 亿中国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正凝心聚力，共赴
世界科技强国的星辰大海。

②②

③③

实
施
科
教
兴
国
战
略

—

为
现
代
化
建
设

注
入
﹃
第
一
﹄
动
力

本
报
记
者

吴

焰

牟
宗
琮

荣

翌

执政兴国执政兴国
科教为先科教为先

王扬宗

“中国发展始终需要科技这个加速器”
本报记者 荣 翌

图①：2020 年 6 月 23 日，我国北斗三
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颗组网卫星在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摄
图②：我国研发的被称为“人造太

阳”的大科学装置EAST。
马启兵摄 （新华社发）

图③：位于贵州平塘县的“中国天眼”，
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