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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技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体现，也是我国推动科技实力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手段。在科技
创新已具有一定广度和规模的前提下，迫切需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深度和质量。然而，由于受科技

创新质量和效益的影响，我国科技竞争力还明显落后于欧美科技强国，如何提升科技创新的质量和效

益已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历史课题。鉴于此，本文分析提升质量和效益对我国当前科技创新的关键

作用及“人”的因素在提升科技创新质量和效益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探讨科技人员的创新意识与科

技创新质量和效益之间的科学关系，提出科技人员创新意识的５种表现状态，并初步给出推动科技创
新意识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的基本思路。对我国科研机构的科技创新活动深入发展具有科学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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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创新虽然最早由经济学家提出［１］，但在科技领

域被更为广泛地研究和探讨，并衍生出了科技创新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一词。所谓科技
创新是指以现有科学知识为基础，创造出新认识、新

方法、新技术及新工艺和新产品等，并能获得经济或

社会效益的行为［２］。它是科学发展的源泉，也是社

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尤其在当前国际环境下，科

技创新能力更是国家竞争力的主要体现，也是国际

博弈的关键软实力之一。

就我国当前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而言，科技创

新更是大势所趋，历史必然。我国从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

发，已经做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把

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科技实力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手

段，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重要支撑和建设生态文明的核心环

节［３］。目前，科技创新工作已摆到我国各项工作的突

出位置，这迫切需要在科技创新已具有一定广度和规

模的同时，更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深度和质量。从

根本上讲，科技创新意识是科技人员在科技创新活动

中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体现［４］，它是决定科技创新质量

和效益的关键因素，所以科技人员创新意识的培养对

于提升科技创新质量和效益的意义非同一般。

鉴于此，本文试图在分析科技创新质量和效益

对当前科技创新重要意义的基础上，研究“人”的因

素在提升科技创新质量和效益中的作用，探讨科技

人员的创新意识与科技创新质量和效益之间的科学

关系，尝试提出发展积极主动的科技创新意识的基本

思路，为科研机构推进科技创新活动提供科学参考。

１　“人”的因素在提升科技创新质量
和效益中的作用

１．１　质量和效益对我国当前科技创新的意义
图１为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我国科研人数、科研经费



和科研产出变化，其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国家数

据网（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ｉｎｄｅｘ．ｈｔｍ）。国家
数据网以２００６年为基准，变化情况表述为相对于该
基准的增长倍数，基准数据中科研人数（研究与试

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为 １５０．２５万人，科研经费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为３００３．１亿元，科研
产出包括发表科技论文、出版科技著作、科技成果登

记、专利授权４项相对增长倍数平均值，其中各项基
准数据分别为１０６．０３万篇、４．２９万种、３．３６万项和
２６．８万项。我国当前正在掀起万众创新的高潮，不
断优化科技创新的政策环境，逐步加大科技创新投

入，科技人员的创新热情正逐步高涨，科技创新活动

日趋活跃。加之我国具有全球独一无二的科技队

伍，所以，我国科技创新的广度和规模已经有了空前

的发展（图１），不仅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的数量不断攀
升，而且科技成果和专利数量也逐渐迈入全球前列。

图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我国科研人数、
科研经费和科研产出变化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ａｎｔｓ，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ｕｔｐｕ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①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新华社，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

　　然而，我国科技创新也正面临诸如缺乏顶尖的
科技专家、缺乏引领全球的创新产品、缺乏先进的科

研机制运行环境、缺乏鼓励创新和弘扬创新的文化

氛围等一系列问题［５］。具有国际突破性的科技成

果凤毛麟角，国际顶尖刊物的论文普遍偏少，科技与

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的结合度还不够紧

密［６－７］，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还有很大差距。

事实上，国际上重大发现和重要理论突破，大多

都不是靠科技创新的规模来实现的，而主要靠科技

创新的质量和深度。比如，像万有引力和相对论这

样举世瞩目、划时代性的重大科学成果，都是牛顿和

爱因斯坦深入思考和认真钻研的结果。图 ２给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整体排名和部
分科技指标排名，数据来源于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发

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ｅｆｏｒｕｍ．ｏｒｇ／）。
可以看出，中国连续３ａ整体竞争力排名都徘徊在
２８名，远远落后于美国和德国等科技强国，尤其是
技术水平指标在７４～８３名之间，科技应用度指标都
在８１名之外，大大拉低了我国整体竞争力。我国总
体上还只是个科技创新大国，远不是一个真正的科

技创新强国①，要实现向科技创新强国这一重要转

变，就迫切需要加快提升科技创新的质量和效益。

图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中国整体排名和部分科技指标排名

Ｆｉｇ．２　Ｃｈｉｎａ’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ｒ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ｓｏｍ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ｒａｎｋ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Ｒｅｐｏｒｔ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１．２　“人”的因素在提升科技创新质量和效益中的
作用

那么，什么决定科技创新的质量和效益呢？事

实上，科技创新工作与任何事物一样，在确定了大方

向之后，对其起决定作用的无外乎人们常说的

“人”、“财”、“物”３大因素［８］。应该说，随着我国经

济不断发展，国家对科技创新的投入不断加大，近些

年来我国科研经费和科研条件都已明显改善，我国

科研项目的经费支持强度及科研仪器设备和科研实

验条件的先进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可以与发达国家

看齐，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所超越，“财”和“物”的

因素已经不再是约束我国科技创新的主要矛盾。

然而，“人”的因素越来越成为关键问题。尤其

对于以智力活动和脑力劳动为核心的科技创新而

言，“人”的作用尤为突出，这也成了“财”和“物”因

素能否发挥出效益的先决性条件。就“人”的因素

来看，我国有比较庞大的科技人员队伍，而且每年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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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百万大学毕业生作为科技队伍的生力军。然

而，科技队伍的规模优势只是科技创新的潜在资源，

只有当科技人员有了主动创新意识，焕发出创新的

活力，才能将科技队伍资源优势转化成科技创新的

动力，从本质上提升我国科技创新的质量和效益。

２　科技人员创新意识与科技创新质量
和效益的关系

２．１　科技创新意识的内涵和基本特征
科技创新意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是指科

技人员根据社会和自身生存发展需要，创造新观念、

新知识、新方法或新产品的动机，并在创造活动中表

现出的意向、愿望和设想［９］，它是人类一种积极的、

创造性的意识活动，它是科技人员进行科技创新活

动的内在动力，也是创造性思维和创造力的前提。

科技人员只有具备了积极主动的创新意识，才敢去

想前人没想过的科学设想，才敢去突破前人不曾突

破过的科学问题。

创新意识包括创新的动机、兴趣、情感和意志。

创新动机是创造活动的动力因素，它能推动和激励

科技人员发动和维持创造性活动的进行；创新兴趣

是科技人员积极探求新鲜事物的心理倾向，即好奇

心，它能促使创新活动的实现目标；创新情感是引

起、推进乃至完成创新的心理因素，正确的创新情感

是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创新意志是在创新过程

中克服困难、冲破阻碍的心理因素，它具有目的

性、顽强性和自制性，是创新获得重大科技突破

的重要前提。

科技创新意识一般有３个基本特征：（１）追求
新颖性。创新意识就是求新意识，就是试图通过新

的科学技术或方法满足新的社会需求或更好地满足

原来的社会需求；（２）具有时代性。创新意识必须
考虑社会效果，创新意识一般应以人类物质和精神

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出发点，但这需要很大程度上受

当时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在阶级社会里，

创新意识受阶级性、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影响。在社

会主义社会，科技人员的创新意识所主导的科技活

动及产生的科技成果，应为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服

务；（３）存在差异性。科技人员的创新意识与他们
的社会地位、成长经历、文化素质、兴趣爱好、情感志

趣和生活工作环境等存在密切相关，它们对创新意

识形成起着重要作用。而在这些方面，每个科技人

员都会有所不同，普遍存在差异性。因此，要综合考

虑科技人员的社会背景、文化素养和生活志趣等多

个方面因素来看待科技人员的创新意识，进行科学

分类，采取因人而异的方法、措施培育和引导科技人

员的创新意识。

２．２　创新意识的典型状态及其与创新质量和效益
的关系

就科技人员创新意识所处的状态而言，大致可

以分为被动型创新、责任型创新、激励型创新、自觉

型创新和文化型创新等５种状态。被动型创新意识
是在上级、老师或单位等施加的外力或压力强迫下

产生的创新动机，它是创新意识的最初级阶段；责任

型创新意识是为完成某项工作任务而产生的创新动

机，主要出于对工作的责任感，但仍然缺乏内生动

力，仍属于创新意识的比较初级阶段；激励型创新意

识是基于人自身对物质和精神的需求规律，通过物

质和精神奖励鼓励刺激出的创新动机，虽已有一定

的内生动力，但还缺乏持久性，仍然需要间隔性的不

断激励，属于创新意识的半自觉阶段；自觉型创新意

识是为了获得生活的乐趣或成长的快乐或事业的成

就感而自发产生的创新动机，主要是靠兴趣激发的

动机，已形成创新的精神，有创新的内生动力，属于

创新意识的高级阶段；文化型创新意识是出于对社

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自觉产生的创新动机，这种

情况不仅自己有创新的内生动力，还有带动和影响

周围人创新的意愿，创新已经成了理想和习惯，这是

创新意识的最成熟阶段。图３给出我国科技创新的
队伍、成本和质量随５种创新状态的分布特征。

图３　我国科技创新的队伍、成本和
质量随５种创新状态的分布特征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ｃｏ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ｆ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一般，创新意识越成熟、越积极、越主动，创新的
质量和效益就越高［１０］。正如孔子所言“知之者不如

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对于科技创新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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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的寓意应该是，知道应该科技创新的人不如

爱好科技创新的人的效果好，爱好科技创新的人不

如以科技创新为乐趣的人的效果好。不过，对一个

科技人员而言，创新意识的这５个状态并不是一成
不变的，而是可以逐级发展的，在合适的政策和社会

环境下可以逐渐由被动型创新意识向主动型创新意

识转化。目前我国科技队伍的创新意识还主要分布

在前３个状态，能进入后２个状态的规模很小，这也
是我国与科技强国的主要差距。正因为如此，我国

科技创新的成本高、效率低，较难取得重大突破性科

技成果，也制约了科技创新质量和效益的提升。

３　推动创新意识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的
初步思路

鉴于科技人员的主动创新意识已成为提升科技

创新的质量和效益的关键所在，就应该积极推动科

技人员由被动创新意识向主动创新意识转变，逐渐

减少创新意识沉淀在比较初级阶段的科技队伍分

布，壮大创新意识比较成熟的科技队伍。然而，要实

现这种转变，需要大胆破除束缚科技创新意识的枷

锁，努力打造能够培养创新兴趣的教育体系［１１］，出

台能够激发创新意识的政策，制定符合创新意识成

长规律的制度，建立具有创新活力的科研运行机制，

营造勇于创新的社会氛围，以唤起科技人员积极主

动的创新意识。

具体而言，应该打造开智启趣的教育环境，让科

技意识的“种子”得以孕育，使科技人员不再是为生

存而创新，让创新意识的“种子”在适宜的政策环境

“沃土”中生根发芽。给科技人员以尊严和荣誉，树

立创新的自信，让创新意识的“禾苗”能够有温润的

“气候”茁壮成长。只有让科技人员有了激情、动

力、自信和担当，科技创新才会充满活力，才会实现

由科技创新大国向科技创新强国的历史性跨越。

实事求是地讲，科技创新意识的培养是一个复

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充分尊重创新意识形成的基本

规律。对大多数科技人员来说，创新意识的培养应

该从以下５个方面做起：（１）培养求知欲望。学而
创，创而学是创新的根本途径。科技人员只有具备

勤奋钻研和认真求知的精神，不断学习新知识、补充

新知识，才能在科技创新中发挥主动性；（２）培养好
奇心。对科技人员而言，保持对自己所接触到的各

种现象或事物的强烈好奇心是十分重要的。几乎每

个人在懵懂时期都有好奇心，如果能够实现将懵懂

时期的好奇心向求知时期的好奇心的自然转化是形

成科技创新意识的重要环节；（３）培养钻研精神。
在新奇的现象或问题面前应该勇于提出问题，并坚

持钻研与思考，力求对这些现象或问题的甚解；（４）
培养创造兴趣。永远不满足于现成的思想、观点、方

法，经常有兴趣思考，在原有基础上创新发明、推陈

出新；（５）培养质疑勇气。古人云“学起于思，思源
于疑”，有疑问才能促使思考，去探索、去创新。提

出问题是取得知识的先导，只有提出问题，才能解决

问题，科学认识才能前进。科技人员应该大胆质疑，

有勇气提出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案或方法。

当然，我们不能把创新意识简单化、表象化、空

洞化和庸俗化，要树立创新意识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防止把创新意识当时髦，当成没有实质性新内涵的

新概念、新名词。

４　结束语
科技创新活动一般不像那些显性的、具象化的

生产活动，可以通过监督和考核来保证其质量和效

益，它作为一种相对隐性的智力活动，主要以脑力活

动为主，只有触动了心灵，产生了主观能动性，才能

真正提高创新的质量和效益。所以，科技人员的创

新意识才是科技创新活动的灵魂，培育具有积极主

动创新意识的科技队伍是建立科技强国的必然要

求。

创新意识的转变具有自我觉醒的情况。比如，

某些科技人员如果从事某项科研活动的时间久了，

有了成长和成就，也许可以培养出对科技创新的乐

趣，喜欢上自己所从事的科研工作，从而实现内心创

新意识状态的转变。当然，更多时候是需要外部因

素驱动。比如，某些科技人员只有在政策鼓励和文

化氛围的熏陶下，才能使其内心的创新意识状态发

生转变，从而对科技创新活动产生兴趣。在我国加

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如果只靠科技人员自

我觉醒的创新意识的转变显然不够，更大程度上还

需要国家和社会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创新意识的转

变，形成具有积极创新意识的广大科技创新队伍。

对于科研团队的领军人才而言，其科技创新意

识所处的状态对科研团队发展及科研团队能否取得

重大成果至关重要，只有科研团队的领军人才的创

新意识达到了某种文化创新状态，才能营造出良好

的科技创新氛围，焕发出科研团队的创新活力和激

情，引领和带动团队积极创新。

也许有些重大科技工程，可以依靠科技创新的

规模来实现显著的科技创新成效。但许多重大发现

和重要理论突破都不是以科技创新的规模而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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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主要靠创新的质量和深度才实现其目标。对于科

技创新而言，规模只是其发展的基础，质量和效益才

是其发展的关键和核心。质量和效益不高是我国科

技创新的主要短板，我们必须精准发力，补齐短板，

才会形成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也才能由世界

科技创新的跟随者，逐渐变成科技创新的并行者甚

至领跑者，真正迈入世界科技强国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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