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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资源统筹  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韩凤芹

谋科技就是谋未来，抓创新就是抓发展。党的二十

大报告强调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

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并要求加快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这为新时代我国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

现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推动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支撑。近年来，财政坚

持把科技作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保障，持

续加大科技投入。2012—2021 年间，全国财政科技

支出累计达 8.25 万亿元，年均增长 8.42%，并且在财

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下，全社会研发投入连续九年位

列世界第二位，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奠定了

坚实基础。

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过程中，仍存在

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科技创

新资源整合不够、科技创新力量布局有待优化、科技

投入产出效益较低等难点和堵点。这些问题单纯依靠

加大财政科技投入规模无法彻底解决，亟需统筹各类

资源，实现深刻系统变革。

创新研究范式，跳出就财政谈财政的单一逻辑

准确回答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政府做什么”

和“财政怎么做”，就需要运用新的研究范式，对“元问

题”——资源稀缺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和科技财政优化

配置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它区别于传统科技投入模式，

是构建新型科技财政理论和体制的核心命题，也是如

何更好发挥财政作用的关键。西方财政理论起源于市

场失灵，正是由于出现公共品、外部性等市场失灵现

象，导致资源配置无效，需要政府财政来进行干预，由

此构建起以优化资源配置为核心逻辑和基础职能的财

政理论。而构建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目标相适

应的新型科技财政理论，还需要强化创新强国建设的

整体要求，一方面通过财政体制与政策引导来发挥政

府作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另一方面通过制度创新

不断优化，强化调动市场主体作用，提升政府资源配

置效能，避免政府失灵问题。

统筹财政资源，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强财政资源统

筹”的重大改革命题，这是应对预算紧平衡状态、集

中力量办大事的必然要求，是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一

是进一步加强可用财力统筹。全面加强预算管理，强

化财政科技专项资金“全方位”整合。进一步打破部

门利益格局，纵深推进专项资金实质性整合，防止条

块分割、撒胡椒面，稀释资金使用效果。二是进一步

加强政策工具统筹。组合运用各类政策工具，坚持直

接投入、项目补助、奖励补贴等传统财政支持方式

与贷款贴息、风险补偿、股权投资、政府投资基金、

PPP 等新型支持方式统筹使用，坚持财税政策与其

他政策共发力，打好“组合拳”。三是进一步加强跨

周期统筹。善于从全局的视角和长远的考量来统筹

做好财政科技工作，推动年度预算与中期财政规划、

中长期科技规划紧密衔接，推动短期目标与中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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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有机贯通。

强化战略导向，建立目标导向下的财政投入体制

在国家治理的视域下，国家战略任务是靶子，财

政是弓箭，只有把靶子立起来，才能打得准。一方面，

要深入准确理解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在含义，系

统回答为什么现阶段提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如何

认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其标准、表现和内在要求

是什么，与自主创新和科技合作的内在关系是什么等

问题。厘清科技自立自强的历史必然和时代特征，分

阶段、分技术领域、分产业类型、分科研创新流程来系

统地阐述科技自立自强的近期和短期要求。另一方面，

要建立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目标相匹配的财政投入

体制，围绕国家整体战略布局，做好基础研究、应用研

究、技术研究与开发等方面的经费安排。改变目前竞

争性项目过多、科研项目“见物不见人”等典型问题，

降低竞争性项目投入规模，加大绩效目标引领的机构

式资助力度。

坚持系统协同，着力推进财政科技体制改革

改革越是深入，越是要注意改革的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财政科技体制改革作为一项综合性工程，

更需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一是推动各主体协

同。进一步厘清不同科技管理部门、中央和地方政府

之间的关系，明确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等不同科技

力量的关系。打破政府层级、所有制间科技资源界线，

有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二是推动财政与教育、科技、

人才的协同。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坚持科技是第一

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强调财政

与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推动重点领域学科培育、项

目安排、基地建设、人才培养与资金投入的一体化配

置，通过协同配合、系统集成，实现为企业减负、为科

研松绑、为人才赋能，共同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三是推进资源配置效果评价动静结合。既要以静态视

角考察财政科技资源的存量和配置效果，还要以动态

视角考察财政科技资源的形成和转移过程，以及在动

态变化中对科技创新主体行为的影响，以强化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格局、提高科技资源

配置效率、激发科技主体创新活力等为主要目的，着

力提升财政科技资源配置效率。

    责任编辑  雷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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