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面向需求的基础研究 增强创新驱动发展的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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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R&D投入增长势头强劲，已成为全球研发投入大国，按照《2014 Global R&D 
Funding Forecast》的预测，中国R&D投入在2018年将超过欧盟34国的总和，在2022年左

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高度，强劲的国家投入应该给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带来更多的好处、为国家发展提供长远而蓬勃的动力，结合国家需求开展基

础研究是科学家的重要社会责任之一。  

  当 前，中国科技论文产出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重大基础研

究成果有加速产出的趋势。但是，中国仍然面临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技术受制于 发
达国家等诸多制约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挑战，科技领域与产业应用领域交汇界面连接

不畅，进一步完善面向需求基础研究支持机制，增强创新发展源动力的任 务十分迫切。

加强支持面向需求的基础研究对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必将极大的推动中国科学的可持

续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

把科学推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中国科学院时指出，“要坚决扫除影响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体制

障碍，有力打通科技和经济转移转化的通道，优化科技政策供给，完善科技评价体系”。
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推进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

，为发展面向需求的基础研究提供了良好契机。  

  面 向需求的基础研究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应用前景出发的基础研究，在科学发

展的前提下，以国家需求为根本宗旨，通过发展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人文社会 科
学交叉的方法解决需求问题。二是需求出发的基础研究，即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

出发，主要面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建立关键技 术的科学基础

；在科学与经济的结合点上满足需求，提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应用前景出发的基础研究大多是科学家提出的探索性研究。有些需求是创造出来的、

在早期只有科学家才能看到，比如互联网。而需求出发的基础研究与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

究相比有更强的技术战略性，需要组织队伍、选择方向、协同作战。  

  目 前许多科学研究都遵循以上两种模式。但不要认为所有科学研究都是由眼前紧急

需求所驱动。历史经验表明，政府管理部门对于那些完全改变方向和模式的革命性突 破
的预测曾遭遇多次失败，比如晶体管的发明和激光的创造。而这主要取决于少数天赋异禀

科学家的远见与激情。对于任何科学资助机构来讲，重要的挑战在于如何 在这两方面同



时做出努力，但并非是平分秋色。高明的国家战略不在于准确预见所有的未来突破，而在

于从整体上促进发展。  

  面向需求的基础研究在问题产生机制和资助机制设计方面与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也

有所不同，推进面向需求的基础研究应该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部署。  

  第 一，坚持双力驱动的理念。既要重视科学家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也要重视国

家和社会的需求提出的研究课题。面向需求的基础研究问题产生机制和资助机制设计 应
突出顶层设计、加强统筹，促进科技界与产业部门的协同，做好创新环节间界面的交汇对

话与对接。特别强调应当建立对话机制以便科技部门加强对面向需求的基 础研究的支持

。对话机制应该不做集中决策但要影响部门决策。  

  第二，国家需求的战略扫描。根据中国国民经济20个一级代码，96个二级代码进行基

础科学问题的战略扫描，不同行业对基础研究的需求会有很大差异。针对扫描形成的国家

需求图景，按照国家需求的阶段、规模和性质差异，反馈到不同的科技计划，通过指南引

导科学家针对性地面向国家需求开展研究工作。  

  第三，加强问题产生机制和资助机制设计。科学家和产业界对凝练负责科学问题负有

共同责任，这种协同很可能是“乒乓模式”的 多次交互，常常需要科学家和产业界都付出

最艰苦的努力。凝练面向需求的基础科学问题要突出反映交叉性和综合性，如自然科学与

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社会科学 等的交叉。资助机制设计方面应有两种情形，一是通过

发布指南引导科学家开展基础研究，二是设计与支持一些贯通需求的重大科技计划或针对

国家重大需求建立综 合交叉的科学中心，这种重大科技计划或科学中心应当首先强调基

础研究创新成果对产业发展的强大驱动。  

  当 然，还要大力推进创新文化建设。要让更多的科学家认识到将其成果转化为产品

和工艺的重要性，反过来也要让产业界充分理解基础研究对于促进其认知新市场的重 要
作用。桥接两者的积极做法是召开会议，探讨科技创新如何应用于产业发展、产业需求如

何驱动新的科学研究。通过实现这一双向的共同梦想，引领中国实现经济 和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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