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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举国体制”是指以国家利益为

最高目标，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以公共

财政的支持为主要手段，动员和调配全

国科研力量，攻克某一项世界尖端科技

领域或国家级重大科技项目的工作体系

和运行机制。“科技举国体制”的产生具

有其历史必然性，并发挥了巨大作用，得

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2008年，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对中国创新

体系评价的报告指出：中国擅长调动各

种资源，推动科技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

超常规的速度发展。但是，人们往往只

注意到“科技举国体制”的优越性，而对

其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与局限性少有关

注，这将会影响科技政策制定乃至科技

事业的良性发展。

“科技举国体制”的历史必然性

“科技举国体制”的产生具有其历史

必然性，主要基于7种因素的复合作用。

一是顺应科技趋势。以美国成功研

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为标志，科技

发展体现出“大科学”的趋势：规模大、数

量多、影响大以及有组织性和计划性。

二战以后，“大科学”成为科学发展的重

要模式。

二是借鉴苏联模式。新中国成立初

期，我国借鉴前苏联的科学体制，国家是

科技活动的惟一主体与投资者，也是科

技成果的惟一受益者；国家意志支配着

科技活动的过程和方向，科学技术成为

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

三是应对国际挑战。新中国建立之

初的国际局势异常严峻。抗美援朝战争

中，面对美国的核威胁，我国决定也要造

原子弹。但当时工业化建设刚起步，经

济基础薄弱，制造原子弹所需的大量资

源只能倾其国力。

四是延续战争风格。中国共产党在

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了“集中优势兵力

打歼灭战”的战略风格，强调在整体力量

对比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通过集中优势

力量以取得胜利。建国后，这种思路延

伸到科技领域，并演变成为“集中资源办

大事”的管理体制。

五是适应计划管理。社会主义理论

强调对各项社会建设进行有计划、有组

织地管理，政府对科技发展实行计划管

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六是传承历史传统。我国实施“科

技举国体制”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

础，具有通过大规模组织民众完成诸如

万里长城、大运河等重大工程的历史传

统，这属于一定意义上的举国体制。

七是弘扬民族精神。我国政府具有

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它与中国民众的

民族情感汇合就会释放出巨大的精神力

量 [1]。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价值观和政

治信仰，是构成中国科技举国体制的重

要思想基础和道德支撑。

“科技举国体制”的局限性

一是过于强调政府推动，忽略科学

系统的自然演进。从系统论的角度来

看，“科技举国体制”属于“他组织创新系

统”，依靠国家强力的权威性和组织力等

外部指令的“嵌入”，体现出自上而下地

政府推动的特点，而不是科学系统自然

演进的结果。实际上，“自组织创新系

统”比“他组织创新系统”具有更强的稳

定性和生命力。

二是过于强调规划引导，忽略科学

研究的自发创新。从科技创新的不确定

性来看，“科技举国体制”不能囊括所有

创新。创新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性过

程，科学创新特别是基础研究领域的创

新更是难以预先规定和人为策划的。过

于强调科技规划和引导，实质上是把无

限的创新可能性局限到有限的若干领域

上，难免挂一漏万。正所谓“我们有意地

去发明，我们意外地去发现”。

三是过于强调国家意志，忽略科技

人员的自由探索。从科技发展的动力来

看，科学发展的动力既有外部需要的驱

动，也有来自于科学内部矛盾的推动。

事实表明，许多重大的技术突破，最初都

源自科学家出于兴趣的自由探索。据统

计，中国科学院一些研究所 80%的重大

成果最初是源于科学家的自选课题。

四是过于强调社会需要，忽略科学

理论的自主发展。从科技发展的自主性

来看，基础科学具有突出的自主性特

征 [2]。科学的概念框架和研究纲领并不

是根据某种“社会需要”来确定，科学知

识体系具有价值中立的属性。虽然在特

定阶段对工程科技领域进行人为设计和

管理规划确有其高效的方面，但如果长

期依靠国家行政权力使科学仅服从于外

部需要而忽视科学发展的自主性，会限

制科技人员的创造性研究，最终会使整

个科技领域丧失创新活力。

“科技举国体制”牵涉到政府规划性

与科学自主性、国家意志与自由探索、历

史必然性与现实的局限性等问题。科学

研究需要社会和国家的必要支持，同时

也需要防止不合理的干预。“科技举国体

制”可以在工程科技等领域集中有限科

技资源实现突破，但不能忽略基础科学

领域的自由探索，也不能忽略市场机制

的驱动作用。政府既要贯彻国家意志，

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也要维护和激发各

类科技活动主体的活力，发挥市场在科

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把政府的

推动与市场的驱动、科技界的能动作用

结合起来，使科技运行既符合政府运行

规律，又符合科技本身运行规律和市场

经济运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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