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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华
中科技大学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目
标和战略任务，建设了以武汉光

电国家研究中心、脉冲强磁场和精
密重力测量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国家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创新中心等

“四颗明珠”为代表的20余个国家级科
技创新平台，在多个学科领域形成了全链

覆盖“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突破、产业化”的
国家科技创新基地集群优势。

华中科技大学始终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建
设世界级科研平台。近年来，武汉光电国家研究

中心已成为全球光电领域顶尖研究机构，在脑连接
图谱观测、光电集成芯片等领域研究水平国际领先，

在高水平论文发表、论文被引用数等方面位居全球光
学机构第一位。
自研自制、自立自强，努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国家脉

冲强磁场科学中心始终坚持自主创新，组织联合科研攻关团
队，实现了磁体、电源、控制、测量等设施核心关键部件的全部国

产化。在科技战疫中，华中科技大学率先完成了全球首例新冠肺炎
患者遗体解剖，率先推出的“AI辅助医学影像量化分析系统”等助力全球

抗疫。在服务科技冬奥中，研制世界首台500千伏电压等级工程化应用的
机械式直流断路器，助力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场馆实现100%“绿电”。

华中科技大学发挥国家重大科研设施“平台聚人”优势，以重大科技平
台为载体，在科研攻坚中锻造培养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涌现出了周
济院士、李培根院士、邵新宇院士、罗俊院士、骆清铭院士等为代表的一大批
战略科学家，培育了210余位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

华中科技大学从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政治责任出发，打破学
院、学科、学校壁垒，强化与地方、高校、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的协同创新，更大
力度汇聚创新资源。国家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创新中心按照“公司+联盟+网
络”的新型模式，汇聚了清华、浙大、上海交大等知名高校的20余位院士，聚
集了TCL、武重集团、中国一汽、吉利、中国航发等知名企业，实现了知识创
新、技术创新、行业创新的有机融合。十年来，学校在光电等学科领域逐步建
成了从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产业化的国家科技基地
集群优势，培育支撑了一大批科技创新企业，为中国光谷光
电子产业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大科技力量。扎根武汉光谷，华
中科技大学正努力推动中国光谷迈向世界光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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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我国高校R&D拨入
经费从2012年的768.7亿
元增长到2021年的1592亿
元，十年累计拨入经费总额
上万亿

1592
亿

十年来，我国高校共派出
近40万人次参与国际科
技合作研究，出席国际学
术会议人员超过 170
万人次，发表特邀
报告18.7万篇、
交 流 论 文
88.3万篇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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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发生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高校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有效支撑了我国教育、科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神舟”飞天到“北斗”组网，从“羲
和号”逐日到C919大飞机蓝天翱翔……
越来越多“大国重器”的背后，打上了“高
校制造”的烙印。

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
学考察时强调，一流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
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要完善以
健康学术生态为基础、以有效学术治理为
保障、以产生一流学术成果和培养一流人
才为目标的大学创新体系，勇于攻克“卡
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强产学研深度
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
升，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深化，服务国家重大
需求成效显著，为创新型国家和教育强国、
科技强国建设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有力支撑创新人才培养

在备受瞩目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
开幕式上，从黄河之水天上来到迎

客松盘桓鸟巢，再到破冰升起的
五环，每个创意无不彰显着灿

烂的中华文化。就在这场
观众大呼“每帧都是高

清壁纸”的视听盛宴
背后，是“编解码

技术”的关键
性突破。

北京大学高文院士带领数字视频编
解码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的科学家们，经
过无数次计算、优化、仿真、迭代，先后推
出了AVS系列标准，填补了中国数字编
码标准领域的空白，并被全球超高清联盟
采纳。

科技创新离不开平台体系的建设完
善。十年来，我国高校牵头建设了60%以
上的学科类国家重点实验室、30%的国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教育部瞄准世界科
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主动布局建设了
25个前沿科学中心、14个集成攻关大平
台、38个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系统布局
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省部
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等平台超过1500个。

此外，高校牵头建设了一批国家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和
国家野外科学观测台站等支撑类重大平
台，初步形成了层次清晰、布局合理、支撑
有效的科研平台体系。

十年来，高校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
群体稳步壮大，全国超过40%的两院院
士、近70%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都集聚在高校。通过高水平科学研究
培养高质量创新人才，支撑了数百万的硕
士、博士研究生培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

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走出国门，进
行更加深入广泛的国际交流合作。十年
来，我国高校参与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
堆、大洋钻探等国际大科学计划，中国地
质大学等高校牵头组织了国家首批国际
大科学计划之一“深时数字地球（DDE）”，
还有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正在加快培育。

高校成果转化的成绩单也颇为亮
眼。十年来，高校科技成果供给力量和转
化效率显著提升，高校专利授权量从
2012年的6.9万项增加到2021年的30.8
万项，增幅达到346.4%，授权率从65.1%
提高到83.9%；专利转让及许可合同数量
从2000多项增长到15000多项，专利转
化金额从8.2亿元增长到88.9亿元，增幅
接近十倍，实现了质、效、能的同步提升。

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在科技创新的浩瀚星空中，大学像一
艘战舰，带领人类驶向宇宙深处。

向基础研究“皇冠上的明珠”发起冲
锋，清华大学薛其坤团队牵头首次从实验
上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是我国物
理学家发现的最重要的物理效应之一，也

是国际凝聚态物理领域近年来的重大原
创突破，获得了2018年度唯一一个国家
自然科学一等奖。

“这是中国物理学工作者对人类科学知
识宝库的重要贡献。这是第一次从中国实
验室里发表的诺贝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
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说。

持续强化基础研究主力军地位，不断
产生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十年来，高校获
得了全部10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中的
6项、全部自然科学奖中的67%，是名副其
实的基础研究主力军。

尤其是近三年，高校连续获得国家自
然科学一等奖，在化学领域，南开大学周
其林团队发现了全新的手性螺环配体骨
架结构，将手性分子的合成效率提高到新
高度，解决了困扰不对称催化领域半个多
世纪的难题，获得了2019年度国家自然
科学一等奖；在材料学领域，复旦大学赵
东元团队革新功能介孔材料的合成方法
和理论，创制的新型介孔催化剂可大幅提
升原油资源利用率，为解决能源与环境问
题提供核心技术支撑……

锋利的绞刀“啃”碎海底坚硬的岩
石，海沙随即被吹填到十几公里以外的
地方……疏浚神器“天鲲号”是亚洲最
大的重型自航绞吸船，是名副其实的

“国之重器”。
上海交通大学牵头自主研发了我国

第一套海上大型绞吸疏浚装备“天鲲号”，
实现了海上大型绞吸疏浚装备自主研发
和产业化，完成了从“被封锁”到“出口管
制”的历史性跨越。

科技攻关要坚持问题导向，奔着最紧
急、最紧迫的问题去。十年来，高校获得了
全部11项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中的10
项、全部技术发明奖中的72%，并获得了
两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成为重大科技
突破的策源地。

服务成效显著提高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有为

清华大学张林琦团队自主研发了我
国首款获批上市的抗新冠病毒抗体药
物；天津中医药大学张伯礼团队研制的
宣肺败毒颗粒在缩短病程方面有着良好
疗效……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高校快
速响应，数十所高校万余名科研工作者
第一时间投入疫情防控科研攻关，共筑
抗击疫情的“钢铁长城”。

十年来，教育部坚持把服务国家作为
高校科技工作的最高追求，先后组织实施

了高等学校人工智能、碳中和、乡村振兴、
“一带一路”、区块链等多个科技创新专项
行动计划，用卓越的创新书写科技报国的
优秀答卷。

“让农民过得好一点、农业变得强一
点、农村变得美一点。”这是中国工程院院
士、云南农业大学教授朱有勇的誓言。从
2015年起，朱有勇和团队扎根深度贫困
的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推广三七种
植等技术，带领澜沧直过民族“拉祜族”农
民走上了生态脱贫致富之路，成为全国科
技扶贫的典范。

在乡村振兴的“战场”上，中国农业大
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一大批高校充分
发挥学校特色优势，助力打赢脱贫攻坚
战，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据不完全统
计，高校培育的新品种覆盖水稻、小麦、玉
米、大豆、蔬菜等主要农作物品种，累计推
广面积超过10亿亩，培训农业技术人员
及基层干部超过200万人次，真正把论文
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

十年来，高校主动融入区域创新发展
战略。教育部先后和北京、上海签署了有
关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合作协
议，在京高校与北京市在集成电路、脑科
学等领域共建了一批新型研发机构，打造
多学科交叉平台；在沪高校牵头承担人工
智能、超限制造等上海市重大专项。

为了给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发展环
境，十年来，教育部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机
制改革，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学术生态
不断优化。

同时，教育部深入推动“放管服”改
革。持续推动赋予高校科研管理更大自
主权，简化财务报销流程，配备科研助理，
明晰高校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科研成果转
化应用的政策红线底线，为高校科研人员
吃下“定心丸”。

教育部还会同科技部等部门出台《关
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
的若干意见》，组织高校开展了“扩大高校
和科研院所自主权，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
大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扩大
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等一系列试点，高
校科技创新活力不断激发。

总结这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原会
长瞿振元认为，这是高校科技创新工作开
拓的十年、奋进的十年，是人才成果双丰
收的十年，高校科技创新改革发展取得了
卓越的成效。展望未来，他说，“我热切期
待下一个十年，高校科技力量能够为国家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我国高校科技创新跃上新台阶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科技创新改革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焦以璇

十年来，我国高校专利
授权量从6.9万项增加
到30.8万项，增幅达到
346.4%，专利转化金
额从8.2亿元增长到
88.9亿元，增幅接
近10倍

88.9
亿

专利

①北京大学未来技术
学院教授刘颖（左一）在实
验室指导学生。 学校供图

②引力波探测“天琴计
划”研究人员在华中科技大
学引力实验中心磨制用于
精密测量引力的钢球。

新华社记者 熊琦 摄

十年来，西安交通大学坚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着力
解决影响制约国家发展全局和长远利益的重大科技问题，努力
建设原始创新策源地，攻关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牵头建设了以
陕西应用数学中心、国家医学中心、国家西部能源研究院等为
代表的一批重大科技创新基地，获批建设的国家级科研基地数
量是十年前的3倍。牵头建设了世界规模最大、技术指标最先
进、我国首个且是唯一能够从事钠冷快堆蒸汽发生器综合试验
的重大创新平台，并投入运行，服务解决了国家快堆建设的重
大核心需求。学校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和运行技术水平
实现跨越发展，支撑国家科技薄弱领域设施建设明显加强，优
势方向进一步巩固和拓展。

依托这些科研平台，西安交大牵头承担并完成了以国家重
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重大仪器专项等为代表的国
家重大任务是十年前的10倍多，服务前沿科技领域开展原创
性自主研究的能力显著增强，如牵头承担的“能源有序转化”国
家自然基金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致力于创建化石能源与太阳能
协同转化、清洁低碳高效三位一体的能源有序转化的新理论，
服务实现国家“双碳”重要战略目标。

高校应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和
原始创新策源地。十年来，西安交大主动将自身发展与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融合，扎实推进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
承担国家基础研究项目的数量是十年前的2倍，取得的高水
平高质量有影响的基础研究成果较十年前增长了7倍多，一
项成果入选中国十大科学进展、两项成果入选中国高校十大
科技进展，基础研究整体实力显著加强。

高校应打造与科研院所、企业等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
新联合体，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
的深度融合。十年来，西安交大与科研院所、企业的科研项目、
合作经费实现跨越式发展，与国内知名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及
领军企业等组建了一批深度融合的创新联合体，产学研协同创
新水平得到大幅提升，服务社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如在教育
部与陕西省政府的支持下，创建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围绕理、
工、医、文四大领域建立了八大平台、29个研究院和400多个
科研基地，与国家电网等50余家行业龙头企业组建校企联合
创新联盟，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吸引打造一批“科学
家+工程师”队伍，主动探索21世纪现代大学与社会发展深度
融合的新模式、新形态和新经验，打造服务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新格局的创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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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我国高校战略科
学家和领军人才群体稳步
壮大，全国超过40%的两
院院士、近70%的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都
集聚在高校

40
%

十年来，教育部主动布
局建设了25个前沿科
学中心、38个国家级
协同创新中心，系统布
局的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工程研究中心等平
台超过1500个

1500
个

十年来，我国高校获
得了全部 10项国家
自然科学一等奖中的6
项、全部自然科学奖中
的67%，近三年连续获
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67
%

2

1

￥

视
觉
中
国

供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