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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驱动,引领未来——“一带一路”国

家研究人员共谈科技创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科技创新也逐

步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直接影

响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进程。2019 年 8 月 7

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战略

院）、长城战略咨询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科学

和技术战略研究与培训中心，联合举办了“‘一带

一路’科技创新智库网络—科技创新政策及实践研

讨会”。来自“一带一路”沿线 11 个国家的 27

位科研人员齐聚一堂，共商科技创新发展议题，通

过交流、研讨与互相借鉴，提高各国科技创新政策

制定及实践水平。 

 

中外专家在会上交流政策制定经验 

➢ 中国创新实践 

战略院院长胡志坚表示，中国近年来不断投入

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力发展科技创新与实践。科

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建设创新型国家，

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中国科技政策

的核心内容。发展是中国的第一要务，政策制定需

瞄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

和共享发展”五大发展理念。  

中国国家创新体系政策旨在强调企业技术创

新主体地位，加强协调协同创新，加快科技体制改

革，健全人才发展机制，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未

来发展需要加强基础研究，发挥原创知识在产业创

新中的主导作用；深化体制改革，优化知识资源的

宏观配置，促进整体协调发展；改善创新创业环境，

共享创新发展成果；消除知识流动障碍，引领高水

平开放型经济，参与全球创新管理。  

中国的产学研合作与技术转移近些年取得了

突出的成效，相关法律与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尤其

在 2015 年《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并颁布实

施后，大大激发了各类创新主体进行科技创新与成

果转移转化的积极性，涌现出许多新的技术转移模

式和做法，不断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促进区域创新

能力提升，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  

近年来中国高校重视对论文发表等成果的奖

励，这是当前中国科学论文发表量快速增长的重要

原因之一。现在中国很多高校科研院所通过科技成

果作价投资、技术入股、允许科研人员离岗创业，

建设大学科技园、与各类众创空间孵化器合作等方

式促进创新创业。 

在各级政府“双创”政策的鼓励下，中国科技

人员的创业意愿大大提升。例如，有过初步创业考

虑的科技人员比例从 2003 年的 20.1%上升到了

28.2%，已经开始创业的科技人员则从 0.9%上升

到 2.5%。同时，科技人员创业仍面临可转化成果

不足、缺乏创业培训以及部分“双创”政策面临落

实困难等挑战。  

2017 年中国研发总投入 1.76 万亿元，科技

的融资环境不断向好，截止 2018 年底，创业投

资机构已达 2800 家，仅次于美国；银行加大对科

技型企业扶持，科技金融产品不断丰富；多层次资

本市场建设进一步完善。国际投资不断加大，2017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1582.9 亿美元，全球占比

11.1%，在“一带一路”沿线 57 个国家直接投资

近 3000 家海外企业。 

➢ 泰国创新实践 

泰国国家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创新政策委

员会的奈亚娜·普莱彭介绍，泰国的发展依次历经

农业发展、轻工业发展、重工业发展和创新驱动型

发展四个阶段。如今施行的第四阶段更加注重现代

化的发展，帮助社会提升收入。近年来，泰国开始

施行“二十年国家战略”，通过“平衡管理各社会

部门”“提高社会稳定性”“为可持续发展提供

良好生态环境”等主要策略，加强与邻国或地区商

业合作、科学技术研究与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与后

勤保障，以达到良好高效管理、社会稳定、可持续

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平等和工资增长等。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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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已建立 6 个科技园区，将全部用于经济发

展和技术孵化，投资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服务于

制造业和服务行业。”  

泰 国 驻 华 大 使 馆 科 技 公 参 Pasupha 

Chinvarasopak（陈善意）女士表示，在经济全

球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加强合作，以解决各国面

临的共同挑战。只有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才能为新

兴问题提供最佳解决方案，通过人才和技术流动，

在各国及多边合作中开发创新技术。希望本次研讨

会的参与者能借此机会加强与中国的科技创新合

作，加强区域合作，共同实现合作共赢。 

➢ 埃及创新实践 

埃及国家研究中心教授马姆杜·莫瓦德·阿

里·哈桑介绍，该中心成立 63 年来，致力于加强

国民经济、服务国家关键技术，在科技相关的各个

领域开展了系列基础和应用研究等。当前，为实现

国家科技水平升级和加速知识扩散，该中心不断加

大对外科技合作、科学服务和咨询、高端人力资源

培训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中心于 5 月启动建立科

技园建设，重点吸引纺织、应用工程技术、生物技

术、先进材料等领域的企业，并期待未来在海水淡

化、可再生能源、纳米技术、可持续农业，及孵化

器和科技园建设方面与中国开展合作。  

➢ 塞尔维亚创新实践 

塞尔维亚诺威萨德大学教授及孵化器经理铎

德·西里奇表示，塞尔维亚已在两个地区建成科学

孵化园区，未来还将有 3 个园区用于科技创新孵

化。以诺威萨德大学为例，该大学教授可自己创立

公司，目前公司数量已达 140 家。这些公司共有

6500 名工程师，收入每年增长 23%，员工数量

每年增长 22%。  

➢ 伊朗创新实践 

伊朗目前有 43 个科学园区，192 个孵化器，

12594 间实验室，686 间研究机构。伊朗从 1990

年起，重点发展高等教育，2000 年开始加强科技

研究，2010 年开始研究创新转变，发展知识经济。

未来，伊朗还将推进本国科技产业孵化的 4 个技

术目标，依次利用科技创新制造商业机会，从而为

伊朗积累更多的财富。 

 

（来源：科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