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2012年 8 月 27日, 由吉林大学中国科技政策与科技管理研究中心、吉林省科技厅、吉林大学管

理学院等单位与我刊联合主办的 / 科技政策与科技管理研讨会0 在长春举行。会议围绕科技体制改革与创

新、新兴产业与创新集群展开研讨。为了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讲话精神, 探索科技体制

改革与创新的路径, 我刊开辟了 / 科技政策与科技管理0 笔谈, 邀请了中国工程院李京文院士、中科院研

究生院管理学院副院长柳卸林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雷家 教授、林苞博士, 针对我国科技政策与

科技管理的新问题和新形势进行集中讨论。

科技发展与科技管理

李京文

 作者简介: 李京文,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1  世界科技的任务和发展的趋势及特点

科学技术政策和管理的任务是服务于科学技

术的发展。所以要制定好科技政策、搞好科技管

理首先要了解科技发展的趋势、科技发展的特点,

要适应趋势和特点来不断的制定和修正我们的政

策, 加强我们的管理, 才能取得新的效果。

世界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 在发展的过程中,

出现了很多特点。关于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和特点

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 1) 当前科学技术在快速的发展, 在传统的

科技领域稳步发展日益成熟的基础上, 随着生产

力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出现了很多新的科技领域

并不断的出现新的成果。特别是在信息科技领域、

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科技、医药卫生、航空

航天、海洋等领域, 总体来说出现了很多新情况、

新的问题。

最近两年由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世界

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各种科技提出很多新的

要求, 科学技术有了新的任务。能源、资源和环

境对经济生产和社会发展的制约出现了很多新的

情况, 因此, 科学技术更加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的理念、注重人类健康发展问题、更加注重促

进创造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科学技术要促进世界

的发展走向绿色化、区别化和秩序化。

(2) 当代科学发现、科学发展、技术创新和

产业的发展相互交叉、相互影响。技术研究、技

术发明和产业产品创新之间结合的更加紧密, 甚

至出现了很多新的技术和发明。并且其技术转化

的周期也大大缩短。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 一般一个新技术的转

化时间需要 30 年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

后, 技术转化周期缩短为 7年左右。如上个世纪

初美国大力推广电话技术, 实现美国半数家庭使

用电话, 足足用了 60年。而到上个世纪 90年代,

互联网和移动电话出现后, 进入美国半数家庭仅

用了 5年时间。现在人类很多新的发明, 如发现

人类基因组、超导纳米材料等研究成果的转化都

是跟产品的利用、发展结合在一起同步实现的。

例如纳米材料基础的研究成果, 同步转化为产品

进入新能源、进入医药卫生等领域进行结构和发

展。

( 3) 信息与新的技术互相渗透。新的网络技

术已经有了很大发展, 互联网也有大发展的趋势,

并与生物、纳米和科技结合, 形成了新型的智能

制造、虚拟制造、网络制造等等新型的制造技术、

模式和系统, 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和现代工业的

发展, 推动了生产模式的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的

优化。

( 4) 正确应对全球性的动乱问题。人和自然、

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问题成为科技创新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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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30年里, 世界经济总量增长了 7倍, 同时

世界的能源、资源和各种环境负荷大大超载, 出

现了全球能源危机、能源瓶颈和全球的气候问题。

生物多样性在减少, 环境严重污染, 资源严重匮

乏, 土地承载力量也在下降。同时人类出现很多

怪病和大病。自然灾害不断发生, 水灾、火灾和

地震灾害不断频发。人类生存已经面临着严重的

挑战。

科技发展要求向生态化转变。过去长期注重

技术问题, 现在不但需要注重技术问题, 更要关

注技术、经济、社会环境的综合问题。科学技术

发展过去的目标单纯是人类为生存而征服自然,

如何利用自然界现有资源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

现在人类需要更多的考虑如何保护自然、依靠自

然来发展我们的生产, 同时要保证自然环境健康

发展。如今人类依靠自然, 从原来以人为中心的

开采、生产到今天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发展, 这

样的转变需要科学技术更加关心人类的健康, 社

会的安全, 生存空间的低碳绿色、安全和可持续

发展。

这样的情况转变, 要求我们要在科学技术的

政策和管理上转变观念、方式方法来推进这些方

面的研究。后危机时代各国谁先占领科技的制高

点, 积极推动科技创新, 谁才能成为世界科技前

沿的领导者, 更早一步运用科技成果服务于本国

社会。因此我们的科技政策也要积极的推动我们

的科技创新来抢占科学技术的制高点, 在世界上

继续占领我们的特长优势产业。

至于科技发展的趋势, 按理念大体分为: ( 1)

能源必须向多元、合理、绿色、清洁、安全、高

效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 2) 环境技术重点围绕

绿色经济、生活多样性、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向全

过程防控和综合治理方向发展。 ( 3) 电子信息技

术有望取得更大的突破, 其深度应用向智能、安

全方向发展。 ( 4) 生物技术除了继续在农业、医

药行业、能源环境等领域广泛应用外, 努力成为

现代工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 5) 材料技术向高

性能、纳米化和智能化发展。 ( 6) 制造技术向智

能化、全球化、集聚化和机械化发展。 ( 7) 资源

开发向高效安全、同行替代、环境友好方面发展。

( 8) 医学向预防医学、预测医学、个体化医学和

参与化医学联合的模式发展。科技对健康和疾病

的认识应不断加深和发展。 ( 9) 空间继续向综合

化、网络化和一体化方向发展。( 10) 海洋技术向

海资源勘测开发利用的立体方向发展。空间和海

洋的开发利用将成为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和重点

问题。

2  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对科技发展的战略需求

因为我们科学技术主要是为了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的, 所以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科

学技术有几方面要求。

( 1) 继续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 2) 继续促进我们国家工业化和产业升级。

我国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 但我们还没有完全

完成工业化进程。科学技术还要继续推进工业化、

完成工业化的进程, 同时要搞好产业升级与合作。

( 3) 促进科学技术与工业化、城市化相结合。

( 4) 科学技术还要应对我们人口的老龄化。

我国劳动人口正在进行结构转变。过去我们的劳

动力是无限供给, 劳动力多且比较年轻, 具有很

大的人口优势, 经济学上俗称人口红利, 这些年

来我们的经济就是依靠这样丰富的人力资源在发

展。但是最近几年原来的年轻劳动力开始老化,

我们已逐步进入老年社会, 并且我们的老龄社会

是未富先老。像欧美一些国家都是富起来了, 人

口也老了。但我们是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 而我

们的国家还没有富起来。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需

要很多钱, 但是我们未富先老的状况导致我们的

后代负担很重。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最近社科

院专门针对人口红利快要用完了怎么办, 怎么继

续发掘人口红利等问题进行研究讨论。有些同志

建议要适当的延长退休年龄。一般脑力劳动者赞

成延长退休年龄, 因为现在很多 60岁的脑力劳动

者愿意继续工作; 但是体力劳动者不赞成甚至反

对这个做法, 因为身体状况不允许他们 60岁的时

候还在进行繁重的体力工作。因此还要慎重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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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这个问题。再一个是如何利用和创造新的人口

红利, 对下一代的成长如何加强教育、如何提高

人口的素质的问题。这方面也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同时需要很多科学技术方面的支持。

( 5) 科学技术要支持实现绿色化, 保证可持

续发展。这就要提高民生质量, 保障公共安全。

现在我们民生的质量还不高, 要提高我们的民生

质量、改善我们的生活, 还需要科学技术做很多

工作。如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

率现在还不高, 还需要借助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

来提高我们全要素生产率。保证我们生产同样数

量的产品质量更高, 效率更高, 如此将来我们的

收入才能提高。

对于新的社会发展、对于科学技术的要求也

可以归纳成 3句话: 突破瓶颈制约、增强发展能

力、提升民生质量, 确保持续发展。 ( 1) 在科学

技术帮助下, 我们国家能突破能源瓶颈、资源瓶

颈和环境瓶颈的问题。 ( 2) 增强发展的能力。我

们的发展需要有动力、有能力。 ( 3) 需要提升民

生质量, 改善人民生活, 确保我们可持续发展。

因此, 经济社会发展对科学技术的要求很高, 我

们的科技政策、科技管理也要朝这几方面努力。

3  对科技政策、科技管理的一些创新和建议

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就是要服务于科技进步、

服务于科技创新, 使我们的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

取得更大成绩, 促进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们过去制定很多全国性科技政策, 我们建

立了科研组织。如我们过去传统上建立了很多科

技组织, 建立了很多研发组织, 虽然促进了我们

的科技进步, 但也有很多阻碍。我们原有的一批

传统的研发组织, 有的隶属于各个部门各个地区

领导的科研院所, 由于体制原因, 机制比较僵化,

不能合理的调动各个方面的资金, 组织效率比较

低。加上我们的科技研究机构比较严重的行政化,

所以成果比较少, 难以适应科技快速发展的新形

势和经济社会进步的要求。使我们认识到对这些

组织机构进行改革和创新的必要性。

根据现在新的情况, 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一

批新型的研发组织, 他们是以知识创新和技术创

新为动力, 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进行了加速成

果转化, 以及创新人才方面已经做出许多成绩,

有很多新型的特点。我们应该总结推广他们的经

验, 创立更多的新型研发体制。中国目前出现了

一大批服务于区域发展和产业发展的产业技术研

究院。比如江苏已经建立 9个省级技术研究院;

浙江省已经建设一个创新载体; 清华大学建立了

一个分院; 中科院也在宁波建立了一个科技材料

和工程的研究所; 浙江杭州一些大学建立了一批

研究院; 西安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大

学、西北工业大学和科学院等建立了一个工业技

术研究院。这些技术研究院都采取了新的机制,

在体制上有所变化, 管理形式上也有新的方向,

在科研方面、研发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果。这些机

构一般都实行社会领导下的院所长负责制, 采取

理事会的办法实行管理。院所长实行公开国内外

招聘制, 并且明确这些机制的功能定位, 以占领

科技前沿制高点为他们主要的目的, 以及围绕地

区和产业的需要来进行技术研究、成果转化、实

验、创新、制造和产业链的对接。

这些研究院还是很成功的, 如在北京建立了

一个生命科学研究所, 所长是全球公开招聘的,

招聘的所长叫王晓东, 他是美国最年轻的院士。

他的当选带动了一批实验室主任的回国。这个研

究所 2005年建立, 虽然只有几年但是已经做出很

大成绩。这几年来他们发表了 200多篇论文, 大

部分发表在一些重要的国外的知名刊物上。比如

5自然6、5科学6 等。今年年初著名的霍华德#休

斯医学研究所 (HHMI) 向全球公布首届国际青年

科学家奖获得者, 我国成为获奖人数最多的国家,

中国有7名青年科学家当选, 其中有 4名来自北

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国际上评论为 /世界上没有

任何研究所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 在国际科研领

域能够占据如此重要位置0。因此, 这些新型的科

研机构和新型的研发组织应该得到推广。

当然这方面的创新虽然取得了很多成绩, 但

是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需要不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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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完善这种新的科研机构的法律基础、法

律制度。很多新的机制需要很多新的法律法规来

保证, 比如它的领导体制不像我们一般科研机构

由上级任命, 而是由理事会来领导, 不是党委领

导的。所以完善这种机制需要得到法律的确认,

需要完善法律制度。

( 2) 加大对这些经营研究所的政策支持力度,

比如在财税政策方面。

( 3) 加强新型科研机构经验方面的总结。对

新型科研机构和组织的完善进行研究和试点, 我

们科研政策和科研组织需要总结经验, 发现典型,

进行总结推广, 这几方面都需要做很多细致的工

作。现在已有很多组织, 以及科技部的战略研究

院以及其他的一些科研院所都在做这个工作。有

些做得很好, 总结他们的经验, 有些才刚刚起步,

需要我们学者们参与这些工作, 加以总结、加以

提高。

二代创新与自主创新

) ) ) 建设创新型国家, 我们需要改变什么

柳卸林

 作者简介: 柳卸林,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绩, 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 在强大的经济实力背后, 中国的创新能力

有愧于经济大国的盛名。目前, 我国一些行业,

如金融业和能源行业, 这些行业中的一些先进企

业, 已经跨入世界 500强的行列, 规模很大, 实

力很强, 但是其中真正具有国家级市场控制力的

企业很少, 归根结底是因为企业的创新能力低下,

没有领先全球的技术创新。由此可以看出, 中国

经济的快速发展, 科技的贡献是有限的。

近几年, 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一些新

的变化, 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的不断上升, 人

们环境意识的觉醒, 使得企业从前那种靠低成本

的经营模式开始不适应经济的发展。中国企业的

成长和发展主要是依靠低成本的优势, 但是目前

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 企业的成本压力越来越大,

如果不快速的向创新型企业转型, 那么很多企业

就会逐渐消亡。中国的企业如何在金融危机之后,

在周边国家 (如越南, 印度) 逐渐取代我们的成

本优势, 以及发达国家 (美国, 欧盟等) 回归制

造的战略的形势下, 实现生存和发展, 这是中国

经济发展隐含的深层危机。

2006年国家制定的中长期规划目标是 R&D投

入占 GDP 215% , 技术依赖度低于 30% , 科技进

步贡献率高于 70%。由此, 全社会把自主创新推

向到前所未有高度。而 2012年 7月 7日召开的全

国科技创新大会讨论了两个重要议题: ( 1) 促进

科技与经济社会紧密结合; ( 2) 推动企业成为技

术创新主体。由此可见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存在

的问题, 即科技经济两张皮, 企业不是创新的主

体。这两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依然是全国性探

讨的重要问题。

1  自主创新与新科技经济两张皮

111  线性的思维仍然严重

自主创新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同时也

给科技工作者带来了反思。近年来, 我国科技经

费以年均 25%以上的速度增长, 说明政府非常重

视科技投入, 期望通过科技的投入改变我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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