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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要素驱动

和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动力转换十分迫切，新冠肺炎疫情也进一步加剧了创新的紧

迫性，必须把创新长期摆在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

没有创新的教育，就没有创新的文化；没有创新的文化，就没有创新的科技；没有创新的科技，

就没有创新型强国。创新从来不仅仅是科技创新，还必须有创新的教育，创新的文化。科技、教育、

文化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三根支柱，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共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推动国家和民族

的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大力支持科教文事业发展，为创新强国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教育支

出在4%的新起点上持续稳定增长，各级各类教育入学（园）率均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国家

财政对文化建设的支持不断加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经全面建成，基层公共文化设施

全面普及，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普惠水平空前提高。科技投入快速增长，在财政科技投入的大力支持

下，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

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财政制度创新不断完善，为创新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和激励体系。积

极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创新投入方式，综合运用政府投资基金、后补助等多种方式，撬动社会资

金和金融资本加大投入，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一系列“松绑+激励”的政策措施，赋予并扩大了各

科研主体的资金自主权，激发科技界创新创造活力，也支撑了科教文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形成了世界

最大规模的研究队伍，每年培养的工程师相当于美国、欧洲、日本和印度的总和。文化建设成就斐然，

空前的文化自信为自主创新增加了新的动能，有利于创新的良好文化环境也正在形成。一个涵盖基

础研究、前沿技术、应用开发、重大科研基础设施、重点创新基地等科研体系已经形成，已经成为仅

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

当前，我国正大踏步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实现了科技创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一步，但要

在到2030年时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还任重道远。我们应

该看到无论科技创新水平、教育质量、创新文化容量，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距离，在很多领域的关键

核心技术方面还被人卡着脖子。我们现在有了基础和规模，但是基础研究能力与科技创新的实际需

求还有很大差距。虽然有着世界规模最大的研发人员队伍，但是高层次科技人才短缺，特别是世界级

科技领军人才匮乏。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中，科技创新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多学科、大跨度、深

层次的交叉、渗透和综合，这都对我们的教育和文化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

下一步提质增效阶段，在继续稳定科教文化事业财政投入的同时，更需要加快科教文各领域的

体制机制改革，释放更大动能。创新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确定性，我们必须摆脱传统的确定性“工程思

维”，摒弃重经济轻社会、重物轻人，重投入轻效率的支出方式，强调向改革要效率，以社会化改革统

揽科教文领域的改革，进一步扩大各创新主体的自主权，构建现代社会事业制度。社会化改革是新时

期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要求，改革目标就是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主要路径是加强社会基础

制度建设、重塑社会微观主体，即强调各社会微观主体的权责，调动其积极性，释放社会自治主体的

活力。为此，应建立更加包容的以人为本的创新文化环境。唯有源头活水，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才

能坚实迈向创新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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