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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当创新主力军 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张晓宏

苏州大学

党的二十大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安排中明确指出，到 2035 年建成科技强国。作为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始终争当科技创新主力军，在制约国家发展全局和影响国家长远利益的重大科

技问题上发力，为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向未来，大学要持续发挥科技创新主力军作用，以高水平创新助力

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下好先手棋，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大学担当

科技创新既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关键变量，也是国际战略博弈的主战场和制高点。大学理应勇担使命，成为重

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阵地，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智慧和力量。

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准确把握国际发展大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推进，科技创新已成为综

合国力竞争的焦点，其广度、深度、速度和精度愈发显著，为我国大学拓展新的视野、加快实现赶超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必须深刻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科技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命运和人民生活。

与时俱进推动科技创新，充分彰显了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变革精神。必须坚持问题意识问题导向。我们应充分认识到，我

国目前仍然面临很多“卡脖子”难题，只有构建自主、完备、高效、开放的新时代科技创新体系，才能把主动权真正掌握在自

己手中，打破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必须筑牢科技创新根本支撑。大学作为基础研究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必须

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研发一流科研成果，做到科技自主原创能力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强，为全面落实

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支撑。

争当主力军，充分发挥大学在科技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

大学作为科技、人才、创新的重要结合点，要通过组建大团队、承担大项目、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不断完善科技创

新体系，加快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发挥主力军作用。

盘活人才资源储备，激发创新活力。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高水平科技创新离不开高水平的创新人才。多年来，苏

州大学不断优化人才强校战略布局，坚持走人才自主培养之路，通过发挥大师效用建旗舰式团队、打破学科壁垒建设交叉团队，

建设海外人才基地加强联合攻关，打造国家重点实验室、国际联合实验室、协同创新中心等举措，培养造就了一批具有战略眼

光、国际视野、能够把握科技发展规律和趋势的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自主培养的国家级青年人才总

数位居全国高校前列，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

打造科技创新高地，强化创新支撑。大学要立足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地方发展需求，成为引领区域创新集群发展的“领头

羊”。要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对基础前沿的战略引领，进一步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及平台建设，持续强化基础研究主力军地

位。优化创新资源布局，明确主攻方向。承接前瞻性、引领性科技创新项目，寻求在重点领域的快速突破。组建区域创新网络，

促进科研院所之间及内部学科交叉融合和学科集群建设，不断强化创新策源功能，以点上的突破带动科技创新能力系统提升，

开辟创新新领域，塑造发展新动能。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8xl4CyPd-wVbc3ScmmaeCaTZ2PkAtbZ4trFMHVvTtm4Co83g3Lqth92EvSvC9WriO6BW2FX80RIKwctUuhiq6RmXrXviU-kbsIhHBLCXUYo=&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8xl4CyPd-wWYcvLzJkE6gDtp-7q0VdCOu2O-nCI7EQjIhsn_skENYEWt-d0V5VVfu6lwsBIpRauzpKOAQCyO_Bg5rlwTXib9ayJayLn-6vY=&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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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核心技术攻坚，夯实创新根基。大学要以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融通发展为导向，着力开展前瞻性、基础性研

究，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争产出更多对世界科技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有重要影响的原创成果。苏州大学始终坚持“顶天

立地”和“铺天盖地”科技创新战略，坚持与世界科技潮流同步，先后建成了放射医学与辐射防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等“国字号”科创平台，开展有中国特色和中国自信的科技创新和前沿探索，在神舟系列飞船、“神光二号”和

“神光三号”装置、“风云三号”卫星、“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问天”实验舱等一系列大国重器的研发中作出了积极贡

献，相继攻克了造血干细胞移植、全磁悬浮人工心脏、OLED 照明等关键技术，以“零碳”“负碳”等先进技术研发助力碳达峰

和碳中和，在核心技术攻坚领域交上了一份优异的答卷。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创新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化创新驱动的顶层设计，对科技体

制改革作出一系列重要战略部署，搭建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立足新时代新要求，大学要聚焦创新驱动主线，纵深

推进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打破“五唯”桎梏，助力完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苏州大学持续深入探索科技制度改革新路

径，一是加强同行评议，进一步健全成果分类评价和代表性成果评价制度，试行团队评价，提高科研评价的科学性、针对性和

长效性；二是进一步畅通创新人才发展、激励机制，完善职称晋升、考核奖励、服务保障等体制机制；三是进一步畅通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支持机制，让青年人才成为发展的生力军；四是进一步落实“放管服”改革精神，给科研人员“减负”和“松绑”，

激发创新活力和成果转化动力，显著提升了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跑出加速度，加快实施提升高质量创新效能的有效举措

面向未来，大学应聚焦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制定实施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提升创新效能的举措，促进科技创新

事业取得整体性、格局性变化，服务科技强国建设。

坚持同频共振，以系统观念释放科技创新活力。“坚持系统观念”为新发展阶段释放科技创新活力，提供了思想方法上的

根本遵循。大学要注重系统的整体性，涵养长远眼光和广阔格局，从全球发展和国家建设的宏大背景中找到创新的着力点和增

长点，牢固树立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思想，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布局，积极开拓一体化科技创新之路。注重系统的

动态性，主动顺应科技革命发展趋势，加强前瞻布局，积极抢占科技创新的制高点，引领科技发展新方向，努力实现更多“从 0

到 1”的突破。

聚焦协同配合，以链式结合增强科技创新动能。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创新链、产业链、知识链、人才链相互支撑，需要

深度融合、协同推进。大学要优化资源配置，完善产教融合机制，以高端核心技术创新突破为目标，发挥科教协同的整体优势，

加强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的广泛联系，提高合作层次，形成推动高水平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坚持以贡献求支持、以服

务谋发展的理念，做强成果转化，集聚创新转化的关键要素，不断提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能力和水平。

注重多元共享，以空间思维构建科技合作机制。大学要实施更加开放包容的科技合作战略，积极拓展国际科技合作空间，

通过与世界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共建联合研究机构等举措，开展多层次、广领域、实质化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充分利用全球

科技资源，拓展科技合作的深度。着力提升人才队伍国际交流能力、国际化学术水平及国际学术影响力，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建设国际化科研环境，组建融通创新的高能级联合体，形成新的科技创新增长点，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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