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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局时代下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形成逻辑、影响分析与路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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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国共产党在科学技术事业方面的重要思想和发展方向，这一行动指南

以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为理论逻辑，始终发挥着塑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逻辑精髓的重要作用，与科技帝国主

义垄断控制的现实逻辑建构起理解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本思维框架。大变局时代拓展我国科技发展的

嵌入领域、形塑着我国科技发展的奋斗目标、重构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布局。需要正视的是，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不是一蹴而就的，大变局时代下我国应着重向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坚持走中国特色自

主创新道路、提升数字科技全球竞争力这三个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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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发展一直是历届中央政府所关注的焦点。百年来，中国

共产党在科学技术事业方面经过多年实践探索，形成了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思想。新中国成

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就产生了关于“自力更生，向科学进军”的重要认识。改革开放时期，

中国共产党提出“以自力更生为主”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针，体现了我们党在科技领域的历史

主动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不断奋斗，习近平总书记综合研

判，科学分析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提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三步走”战

略，对科技自立自强的认识逐渐走向深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科技自立自强在国家

发展战略中的支撑地位。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第一次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为一个单独部

分呈现，提出了“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1]
的奋斗目标，彰显了

我国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的战略思维，凸显了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然要求与科技创

新的未来方向。鉴于此，科技创新不能仅仅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经验做法，更重要的是应该

从自身的维度进行考量，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应有之义。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在国际地位上的变化十分耀眼。从 1919 年

到 2019 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力量被削弱。1929 年美国经济危机

的爆发诱发了西方世界的政治危机，二战的终结进一步导致欧洲世界霸权的结束。冷战爆发

后，由于缺乏共同统治世界的力量，美苏之间出现了以亚非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以欧洲

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对美苏控制的中间地带国家，世界格局呈现多极化的发展趋

势。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致使西方联盟逐渐分野，2017 年特朗普成为美国第 45 任总统，在

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的方式遭到了盟友的质疑和反对，加速了西方国家的整体性衰落。与此

同时，中国、越南、朝鲜、古巴等东方国家开始成为国际上独立的政治力量。1917 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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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胜利影响了其他东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一战后英国在军事实力方面遭受了巨大损

失，1945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立，更使其失去了金融方面的霸权地位，美国取代英国将

世界政治重心转移到了美洲，客观上使前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在世界范围内诞生了多个社

会主义国家。冷战中后期，伴随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东方国家开始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 

大变局时代我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大变局时代的内在要求。大变局时代

下，“‘东升西降’只是一种趋势，历史性拐点还远远没有出现”
[2]
，这一现实情境对我国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亦是我国发展的新的战

略机遇期，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正是我国弥足珍贵的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内在要求。

因此，加强大变局时代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联合研究，探寻大变局时代我国加快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形成逻辑，深入分析大变局时代对我国科技发展的影响，探究实践路径，

是我国抓住当前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宝贵机遇，应对大变局时代面临的风险挑战的必然选

择，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形成逻辑 

总体来看，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一重要论断，汇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技的深

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形成的文化逻辑，其现实逻辑是科技帝国

主义的逐步垄断控制，梳理把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逻辑维度，有助于加深大变局时代对

我国科技发展的影响的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形成的理论逻辑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有着深厚的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

理论起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进程中，对科学技术进行了大量的论

述，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奠定了深厚的理论根基。在科技与自然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指

出，科技对作为认识对象的自然具有一定的改造作用，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

具，比如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

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3]
，同时他指出这种改造是有条件的，这表明了马克思和恩

格斯对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结合这一思想的深刻洞察。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

证法》中论述的那样，“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

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

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4]
。在科技与生产力方面，马克思在《1861—1863 年经

济学手稿》中深刻洞见了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指出：“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

另一种生产力”
[5]
。阐明了作为具有物质生产力性质的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重要性。

在肯定科技重要性的同时，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科学技术缓和资本主义矛盾的重要功能。在

科技与人才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科学技术事业中发挥的作用，认

为人民群众是“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
[6]
，同时指出“单靠机械和化学的辅助手段是不够的，

还必须相应地发展使用这些手段的人的能力”
[7]
，在马克思深刻阐述科学技术的发展要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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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为人民群众服务是科学技术事业的最终奋斗目标。由此

观之，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科技观的基本内容，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向前进步。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形成的文化逻辑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单把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作为自身形成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从中

华民族孕育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汲取优质成分，熔铸在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之中，作为自身形成的文化逻辑。具体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的提出提供了基本的精神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自强不息”的思想与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有着高度的契合性。以先秦时期传统典籍中的自强自立意识为典型代表，

从《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到《老子三十三章》的“自胜者强”

的优秀品质，从《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自强意识到《孟子• 滕文公下》中的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顽强拼搏。晚清时期中华民族于危难之际彰显

出来的“不自立而亡国”的自立自强意识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严重的

民族危机的刺激之下，自立自强成为维新派关注的焦点，维新志士们通过“亡国史鉴”主张

变法去破除守旧习气，学习西方先进器物与技术以达到提升民族自信心的作用。百余年来，

中共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拼搏奋斗的每一步，都贯穿着自立自强的精神品格。以“为有牺牲多

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自强精神出台了诸如“攀登计划”“863 计划”“星火计划”等

一系列国家科技计划，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诸如“北斗卫星定位导航系统”“贵州天眼”“长

征运载火箭”等众多科技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出的目标追求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提供了宽阔的思想文化基础。 

（三）科技帝国主义的垄断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形成的现实逻辑 

如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规定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文化支撑，那么科技帝国主义的垄

断则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提出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具体来说，列宁曾指出，帝国主

义给中国带来了血与火的灾难。尽管当今时代已不同于列宁所处的时代，但帝国主义的本质

将不会有所改变，在大变局时代背景下正以科技帝国主义的全新面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断炮制关于我国科技的负面舆论，实行技术封锁与隔离

措施。比如：在学术方面，限制华裔科研人员的数量及其从事的领域；在法律方面，出台关

于外国投资风险的相关法案，给我国科技方面的全球投资与合作造成严重的影响；在经济方

面，全面压缩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贸易往来，将中国的部分高科技企业列入管制清单。借助

以上举措，压制我国科技发展进步，试图主导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维护自身在全球高科技

领域的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凭借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垄断高端技术和关键零组件生产。

例如，美国为巩固在全球的领导力，抢占全球市场份额，对作为目前全球第二大人工智能市

场的中国持续发力，利用本国的政治器官、资本附庸——跨国公司，设置重重阻碍和难以跨

越的门槛，企图将我国引入技术边缘化的不利处境，继而迟滞我国科技产业转型升级。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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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调查”华为公司的包裹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科技帝国主义的垄断控制

相当奏效，因为“军事和金融封锁无非是在主权国家的边界上筑起壁垒，而互联网技术的封

锁，无疑可以将另一个国家隔绝于旧时代。”
[8]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大国实力对比的变

化中可以看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全方位的崛起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颓势

是大变局时代不可逆转的重要事实，我国应当尽力抓住这一历史契机，跨越技术鸿沟，打破

帝国主义对科技的垄断，着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三、大变局时代对我国科技发展的影响分析 

基于以上对逻辑缘起的论述，为了进一步明确大变局时代我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的实践路径，有必要研究大变局时代对我国科技发展产生的影响，并从中获得启迪。 

（一）大变局时代拓展我国科技发展的嵌入领域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仅是科技进步与发展的题中之义，更是创造

社会财富，增强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大变局时代下如何提升人民幸福感变得十分关键，人

民幸福感提升的前提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而这就依赖于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更进一步地讲，实现共同富裕建立在我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进程中，科

技自立自强能够提升工作效率，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进而增强共同富裕，二者是高度契合

的行为展开。共同富裕的增强，需要科技事业的发展，更需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一有力

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共同富裕首先体现在人民这一重要主体上。科学成果的应用

与科技设备的投入改善了人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共享科技、智能家居、人脸识别、在线办

公的使用提高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为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创造了更多的契

机。其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共同富裕是通过人才这一共同富裕的第一动力实现的。

国家出台多项鼓励科技人才下乡的政策推动科技人才跨地区流动，有效激发农村地区的科技

创新活力，能够解决科技人才不足等现实问题。最后，科技企业作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

引领者，创造社会价值，支撑共同富裕。民营科技企业阿里巴巴启动的有关共同富裕的专项

计划就是鲜活的案例。以增进民生福祉、践行社会责任为出发点，在医疗、教育、环保等领

域切实扶持、资助中小企业，提高其创造财富的能力，为增强共同富裕作出科技企业应有的

贡献。 

（二）大变局时代形塑我国科技发展的奋斗目标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接踵而至的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迭代更新，我国要想在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赶考路上取得显著的成就，就必须顺应时代潮流，依托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的有效运作。中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聚力在自立和自强两个主攻目标上。在自立方

面，与以往不同的是，大变局时代应立足于本国的科技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高自立能

力，如果仍继续主要依靠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将只能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建设中国式现代

化将无法取得关键动力。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

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



                                     http://www.sinoss.net 

 - 5 - 

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9]
。在自强方面，与以往不同的

是，大变局时代应该通过科技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突破关

系民生的重大科技问题从而提高我国科技自强能力。在“十四五”建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明

确提出：科技自立自强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

人民生命健康”
[10]

。依照习近平总书记所制定的战略谋划，发挥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一

指挥棒的重要作用，敢于突破“无人区”，进一步驱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放眼未来，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不会是海市蜃楼。 

（三）大变局时代重构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布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构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布局。毛泽东在带领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中

深刻认识到新中国的薄弱基础，必须提高科技水平才能增强国家实力。邓小平在带领中国人

民前进的道路中深刻认识到我国科技领域的落后现状，只有奋起直追才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

占有一席之地。江泽民在带领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中深刻认识到我国科技与经济脱轨的趋

势，必须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联动才能推动生产力的跨越发展。胡锦涛在带领中国人民前

进的道路中深刻认识到国家科技力量分布不均的问题，必须将国家科技力量投入到疫病、灾

害、国安等方面才能使国家科技力量布局趋于完善。习近平总书记在带领中国人民前进的道

路中深刻认识到我国科技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严峻问题，必须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才

能突破技术封锁。可以推断出，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布局根植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届中央领导

集体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规律性总结与认识，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我国不仅需要加快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而且要突出高水平。 

四、大变局时代下我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路径优化 

前文分析表明，大变局时代驱动中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要在深刻理解

其形成逻辑、影响作用的基础上，以客观现实为目标指向，清醒地认识到大变局时代破解我

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锁定困局的实践路径。 

（一）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 

大变局时代大国之间科技竞争激烈，要想消解帝国主义对技术的垄断霸权，使世界秩序

更加公正合理，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国家主动放弃技术控制是不现实的。而我国的科技事业在

过去一段时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科技产业呈规模化的发展态势，在科技领域的某些研究中

取得了关键技术的突破，但相对帝国主义国家，科技基础薄弱，对核心技术依附程度较深。

目前，我国在科技领域的工作成效和探索实践，与国家科技发展的宏伟目标还存在一定差距 , 

亟需不断适应新形势新变化。由此，我国应倡导科技合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本着合作

共赢、互惠互利的原则，主动学习西方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可取之处，提升自身的科技能力，

而这正是平衡本国与西方国家因科技竞争而引发的系列矛盾的前提条件。 

一是要在强化跨国合作上下功夫。在建国初期，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我国采取敌视政策，

我国在接受同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技术援助之后突遭重创导致国际科技合作未果。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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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建设时期，我国与部分西方国家开展科技交流的同时尽己所能援助亚非拉国家，积极参

加国家科技活动。在改革开放时期，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科技合作再次迎来春天。党的十

八大以来，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初露峥嵘，我国科研人员刻苦攻关、突破他国科学技术封锁，

并开展互利共赢的双边和多边科技合作。国际科技合作的几个阶段表明，国际科技合作能力

正是检验一个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尺度，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是倡导科技发展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观念的必然要求。 

二是要在反对政治分裂上下功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稳定的有

力保障。正如邓小平指出：“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

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比如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

[11]
。显然，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党的作用所决定的。大变局时代我

国从以往世界的参与者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的贡献者，应该发挥更多的作用，在推动大变局向

好发展的同时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反对政治分裂主义，从而构建民主、安全、

和谐、公平的国际秩序，反哺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二）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这一实践过程仍然存在诸多波折，未来我国科技事业发展还应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江泽民曾经指出创新是推动一个民族进步、国家富强的重要

动力。胡锦涛也曾作出过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必须把创

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

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

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
[12]

。综上，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科技创新。大变局时代下通过走中国

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加快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仅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而且有着鲜明的

历史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帝国主义的打压与威胁对我国科技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面

对外部的险恶环境，我国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创造了“两弹一星”等举世瞩目的奇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实行出让一定的国内市场份额来换取国外技术的“以市场换技术”

政策，在取得积极效应的同时也抑制了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世

界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要在 2035 年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依然任重而道远。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相当突出，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

不强，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
[13]

。基于此，我国应该抓住机会全面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一是要在充分提升创新意识上下功夫。当今，科研人员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和关键，但是

大变局时代下科研人员的价值观是分散而复杂的，自主创新意识的缺失或者不足将造成不可

估量的后果。同时也要看到，我国企业创新意识尚有不足，整合优化国际创新资源的能力相

当有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国际环境相当复杂，应该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传播科技创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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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主渠道功能，掌握主动权，夯实我国科研人员与企业的创新意识，更加有效地抵御国内

外错误社会思潮的腐蚀。 

二是要在提高科研人才待遇上下功夫。据统计，美国亚马逊公司曾花费巨资招揽人工智

能等领域的相关人才，在人才投入资金方面位居各大公司之首。我国很多科研院所、高等院

校以及企业的顶尖科研人员被以提供高薪待遇的国外机构所雇佣，为西方国家效力。在此背

景下，应当提高我国科研人才的地位和待遇，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给予符合其真正需求的

奖励与权利。尤其是要向世界各国展示我国在科技方面的竞争优势和良好的用人氛围，不断

引进国外优秀人才，深化科技交流与合作，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 

（三）提升数字科技全球竞争力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论断一经提出，发展至今，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科技领域一方面表现为原有的大国科技竞争的复杂局面依然存在，另一方面表现为数字科

技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世界各个国家生产方式的演变。时至今日，数字科技已成为

世界各国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尤其是“自 2020 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球近 90％的经济

体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封锁措施来防控疫情，超过 100 个国家和地区关闭了边境线，全世界大

约 1／3 的人口处于封锁状态，这是有记录以来对人员和商品流动最严格的限制”
[14]

。可以

说，世界各国经济陷入了 20 世纪 30 年代初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低迷状态，而数字科技在

此背景之下将成为世界各国的主攻方向。此外，虽然中国在数字科技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在逐步缩小，但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在数字科技方面的基础不够，致使难以及时跟上发达国

家的速度。数字科技基础的薄弱现实与疫情为其带来的契机，二者之间的矛盾和问题的出现

使得我国对数字科技的国际竞争力提出了更新的思考。 

一是要在明确反对数据霸权主义上下功夫。国内有学者认为，目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的时代背景下，能否占领数字科技前沿是世界各国科技发展的核心方向。为此，世界各国

在数字科技竞争方面全力以赴。美国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抢占数字科技前沿制高点，提出了

一系列政策与计划，表面上宣称人工智能发展政策是以促进世界安全与繁荣为出发点，实则

遏制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维护本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抢占人工智能市场，

实行数据霸权主义，这将对中国的数字科技竞争力造成严重的威胁。 

二是要在优化数字科技企业结构上下功夫。研究表明，中国数字企业的业务主要集中在

休闲娱乐领域，“除华为公司主攻信息通信技术实体研发制造外，阿里巴巴与腾讯公司极大

的业务比重集中在消费零售、金融以及娱乐领域”
[15]

。而美国数字科技企业的业务领域不仅

主营消费零售、金融以及娱乐领域方面，更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占据显著的优势。因此，在

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下，特别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境况下，中国数字企业亟须拓宽主营业务，

提升数字科技竞争力。 

总而言之，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形成中，有三大逻辑至关重要：一是马克思主义科技

观的灌注支撑，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不可或缺，三是科技帝国主义呈现的系列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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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清楚大变局时代对我国科技发展的重大影响，我们才能真正增强自身理论定力。处在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我国应积极行动起来，主动与各国建立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走中国

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突出创新能力建设，强化数字科技基础，形成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数字科

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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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alization of high-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is 

an important idea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CPC in the cau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is guide to action,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Marxist outlook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alway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the logic and essence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has constructed a basic frame of mind for understanding high-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logic of the 

monopol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mperialist control. The era of great changes has expanded the 

embedded field of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shaped the goal of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reconstructed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realizing high-level self-relianc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nnot be achieved overnight, and under the era of great changes, China should focus on 

the three directions of advocating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dhering to the path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enhancing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of 

digi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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