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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成功实践：知识创新工程（1998－2010年）评估报告》是中国科
学院落实国务院第105次常务会议要求，组织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评估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的。
《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成功实践：知识创新工程（1998－2010年）评估报告》系统总结了中
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取得的成绩与经验，认真梳理了所采取的重大改革举措，全面阐述了知识创新
工程的效果和影响，深入分析了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了未来发展的思路。
　　《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成功实践（知识创新工程1998-2010年评估报告）》可为国家相关
部门、地方政府制定科技创新政策提供参考，为大学、企业、科研机构等创新单元的改革与发展提供
借鉴，为研究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专家学者提供参考，为关心和支持中国科学院
发展的各界人士提供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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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牢记历史使命，不断改革创新 序二 继往开来，更好地发挥科技国家队的“火车头”作用 前言 知
识创新工程评估结果概述 知识创新工程评估方法 一、评估模型 二、评估主要环节 三、评估基础和数
据来源 第一篇 成就 第一章 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一、信息科技领域 二、空间科技领域 三、先进能
源科技领域 四、纳米、先进制造与新材料科技领域 五、人口健康与医药科技领域 六、现代农业科技
领域 七、生态与环境科技领域 八i资源与海洋科技领域 九、交叉和重大科学前沿 十、战略性生物资源 
十一、大科学装置 第二章 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一、调整布局，创新体制，夯实基础 二、国际学术
影响力大幅提升 三、研究所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第三章 建设成为培养造就高级科技人才的基地 一
、形成一支高水平的科技创新队伍 二、培养、输送一大批创新型人才 第四章 建设成为促进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地 一、加强知识产权创造和转化 二、促进企业、区域创新能力提升
和产业结构调整 三、不断孵化和培育高技术企业 四、提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能力 第五章 建设成为有
重要影响的国家科学思想库- 一、围绕关系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提供科学建议 二、为促进中国科学
事业健康发展，有效发挥学术引领作用 三、围绕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加强决策咨询作用 
四、围绕科技战略决策，打造战略情报研究服务体系 五、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 第二篇 举措 
第六章 战略部署与科技布局 一、明晰战略定位，确立新时期办院方针 二、加强战略研究，构建规划
体系 三、凝练科技目标，调整科技布局 第七章 人才队伍建设 一、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与创新 二、实施
各类人才计划 三、加强研究生教育工作 第八章 体制机制改革与管理创新 一、探索建立现代研究所制
度 二、探索建立矩阵式网格化科技创新组织管理模式 三、改革经济资源配置模式 四、改革评价制度
与奖励制度 五、加强知识产权管理 六、改革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第九章 国内外合作交流 一、加
强与国家创新体系各单元的联合合作 二、加强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合作交流 第十章 创新基础设施建设 
一、建设一流的科研条件平台 二、大力推进科研装备的自主研制 三、大力推动科技条件平台的开放
与共享 四、加强科研信息化，提升信息、文献情报服务支撑能力 五、加强学术期刊、图书出版工作
，推动科学传播和交流 六、全面加强科教基础设施建设 第十一章 党建工作、创新文化与制度建设 一
、探索建立国立科研机构党建工作新格局 二、建设具有时代特征的创新文化 三、探索建立国立科研
机构制度体系 第十二章 学部建设 一、加强院士队伍建设 二、推动咨询评议工作系统化、规范化 三、
加强科学传播、学术及出版工作 四、拓展学部国际合作，提升中国科学院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 第
三篇 结论 第十三章 实施效果与影响 一、初步探索出一条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路子 二、带动了国
家创新体系的整体建设和发展 三、大幅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科技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第十四章 总体认识 
一、知识创新工程实践的基本经验、问题与解决思路 二、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几点规律性认识 重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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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此基础上，中国科学院及时制定并部署了新时期发展战略，包括科技创新跨越
发展战略、科技创新人才战略和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战略。
其中，科技创新跨越发展战略是核心，科技创新人才战略是关键，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基础。
新时期发展战略结合当时形势，确定了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和发展举措，为落实新时期办
院方针奠定了基础。
 2004年年底，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中国科学院时明确要求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科技战略力量，作为中
国科技事业的国家队和“火车头”，不仅要创造一流的成果、一流的效益、一流的管理，更要造就一
流的人才，要努力在中国科技事业发展中发挥骨干作用、引领作用。
院党组深刻领会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对中国科学院的期望，明确提出了以创新能力建设为主线，加
强原始性创新、自主关键技术创新和重大系统集成创新，提高解决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
科技问题的能力、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知识基础和技术支撑的能力、保障国家安全及应对世界新军
事变革的能力，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研究基地、培养造就高级科技人才的基地、促进中
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地，努力攀登世界科学高峰，建设具有“一流的成果、一流的效益、一流的管
理，一流的人才”的中国科学院。
 二、加强战略研究，构建规划体系 面对快速发展的外部环境，要保持好的发展态势，必须要不断审
时度势，敏锐把握历史机遇，持续研究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发展态势，科学前瞻，不断提升
发展目标。
因此，中国科学院高度重视战略研究和规划体系建设，每当面临发展的关键时期，都及时组织开展深
入的战略研究，制定发展规划，为全院凝聚共识、明确发展方向、调整科技布局等决策提供了基础和
依据。
 构建覆盖全院的战略研究体系，持续开展战略研究。
中国科学院已形成了由重要领域科技路线图研究组、专业研究机构和科技创新基地、研究所战略研究
组织构成的多层次、系统性、网络型战略研究体系。
建立了持续开展战略研究的机制和年度战略研讨会制度，加强战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研究。
建立了年度战略研究报告制度和战略研究信息交流制度，充分发挥专业团体作用，定期发布《重要国
家和国际组织关注的重大问题》、《国际科技竞争力分析报告》、《国家创新体系各单元竞争分析报
告》、《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态势分析报告》等报告，发布面向中国科学院宏观决策、科技创新基地和
学科3个层次的战略情报研究报告。
全院形成了浓厚的战略研究氛围，96%的院属法人研究机构建立了战略研究和规划专门机构。
战略研究对规划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对国家有关规划的制定起到了引领作用。
 大力推动规划体系建设，形成动态调整机制。
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规划战略局，重点加强全院规划体系建设，已形成两级三类规划体系。
形成了规划制定、发布、执行、评估、修订的机制，建立了规划编制立项、审批管理、专家咨询论证
制度，建立了规划衔接协调机制。
规划制定过程成为集思广益、发扬民主的过程，统一思想、达成共识的过程，凝聚目标、明确重点的
过程，科学决策、支持实施的过程。
全院制定规划的自觉性普遍提高，绝大多数单位做到了规划先行、规划统领、规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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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成功实践(知识创新工程1998-2010年评估报告)》可为国家相关部门、
地方政府制定科技创新政策提供参考，为大学、企业、科研机构等创新单元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
为研究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专家学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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