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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对于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国家

的支持应有所侧重。政府不应不加区别地一

味重资投入和支持所有类型的基础研究。分

类支持基础研究，政府应着重于“捅破天、

扎到根”的大事，而不是分散支持力量包揽

一切，做了本该企业和市场做的事。在企业

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领域，国家应通过政

策和市场机制协同，引导企业加大对基础研

究投入，鼓励企业开展研发活动来提升我国

关键核心技术水平。实现基础研究的多元协

同支持是解决当前“卡脖子”问题的关键。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制约我国科技发展的“卡脖子”问题，最近从国家

到地方各级部门都在大力提倡强化对基础研究全面支持。但如何支持基

础研究，什么样的主体实施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对支持的绩效如何评价等

等，不仅事关当下，而且关乎未来。

对此让我们以史为镜，简要回顾一下美国政府何以且如何支持基础

研究。二战之前美国及其他国家政府并没有专门的基金支持基础研究，

二战期间美国与其他盟国专门支持原子弹、雷达和密码学的研发，成为以

科技赢得战争的典范，形成了战后政府必须支持基础研究的共识。针对

国家支持科学研究，1945 年曼哈顿计划提出者和执行人万尼瓦尔•布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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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完成了影响以后几十年科技政策的战略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①报

告认为，在诸如军事、农业、住房、公共卫生、卫生健康研究、实验科学基

础设施等科学研究领域，公众需求紧迫，且企业却无法给予持续的关注，

政府应该积极地给予关注。也即政府对科学研究支持应聚焦于国防安

全、卫生健康和基础研究。为此美国相继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等，并加强对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

支持。2012 年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在提交给总统的一份报告②中还

是重点强调，基础科学研究成果是一种惠及各方的公共物品，私营部门对于基础

研究的投入意愿不足的情况下，必须依靠政府投资基础研究。在这种理念

的指导下，美国建立了一套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工业研究体系和大学体系，

只在市场失灵的基础研究领域政府才发挥主导作用。以上的史实意味着

对于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国家的支持应有所侧重。我们最近发表的文

章就强调了这一点。何为“有所侧重”？两年前我们提出应分类支持基础研

究，不建议政府不加区别的一味重金投入和支持所有类型的基础研究。③

一直以来，政府投入是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的最主要来源，企业在基础

研究活动方面的投入不足。2007 年以来，政府和企业是我国 R&D 投入的

主要来源（两者贡献合计超过 95%，其中政府占 20% 左右，企业占比超过

70%），④然而，从全国基础研究支出来看，企业占比仅为 3% 左右（2009 年

以来这一比例仅为 3.17%⑤）。企业基础研究比例低使得政府有限的基础

研究资金不得不照顾到原本企业应主导的基础研究领域。也有数据表

明，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虽有一些力度，但领域聚焦不够，做了本该企

业和市场做的事。对此，我们在不同的正式和非正式场合提出了如下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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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应该着重于“捅破天、扎到根”的事，而不是分散支持力量

包揽一切。最近，华为总裁任正非在 C9 高校校长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

要正确认识科技创新的内涵，国内顶尖大学不要过度关注眼前工程与应

用技术方面的具体困难，要专注在基础科学研究突破上。这个观点启发

我们，政府对基础研究也要分大类支持，给企业留有空间，让市场机制发

挥应有的作用。从技术角度讲，集成电路问题大多可以由市场说话，虽然

芯片问题很重要，但脱离市场激励的“全民造芯”会有更大潜在的危险。

应对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充分发挥政府和企业的协同作用，改

善我国基础研究根基薄弱、企业投入不足的现状。实现基础研究多元投

入，需要理清政府与企业的作用。政府和企业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应以

市场机制能否发挥决定性作用为依据，各有侧重。政府应发挥其科技管

理和政策调控的职能，制定政策、创造环境、提升服务，鼓励和引导企业

在其理应发挥主导作用的基础研究领域积极投入、深度参与。

（2）  国家资金要持续支持市场机制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关键领域

的基础研究。市场机制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领域很多，但其中很多基

础研究通常也关乎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长远看来，需要国家在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建设和某些需要深厚基础的研究领域上予以持续的重资支

持。因为其任务目标是突破科学前沿，但它所依托的基础设施通常成本

高昂，市场没有动力和能力主导该领域的持续发展；而以科学家好奇心驱

动的、难以直接看到应用前景的自由探索基础研究领域，需要长期沉淀

积累，市场难以获得短期回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科学家的座谈会中提

出，“卡脖子”问题的“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

没有搞清楚”①。这部分基础研究正是关乎基础理论和“源头与底层的东

西”，需要国家支持；当然，在与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国防军

事、卫生健康等基础研究领域，只能以国家的力量为主导进行支持，这方

面可以诱导市场参与，但它只能发挥辅助作用。

（3）  国家主导的资金支持要逐步退出以市场需求为目的基础研究，

但要通过政策和市场机制协同，引导企业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的基础研究，通常以现实应用为目标，企业理应投入支持

这一类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对此类基础研究，政府应该转变思路，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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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应从直接的经费投入转变为以政策扶持和引导企业加大投入。习近平

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要求“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以适当形式加大

（基础研究）支持”，“对开展基础研究有成效的科研单位和企业，要在财

政、金融、税收等方面给予必要政策支持”。企业应该在这类基础研究的

选题、立项、开展研究、评价等各环节发挥主要作用，真正参与对企业中

长期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基础研究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中美关系

不断恶化的形势下，面对“卡脖子”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能完全

依靠政府而忽视企业在市场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领域，应该鼓励企业

投入和开展研发活动来提升我国关键核心技术水平。

（4）  地方政府应当聚焦影响国计民生的应用研究，不应把基础研究

和投资重大科学基础设施当成发展经济的“钓鱼”行为。以上谈到的市

场机制只是对民营机构而言，但地方政府不能成为实施市场机制的主

体，否则会问题很大。例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

重大影响。但是，其投入和运行经费巨大，建设周期长、工程技术庞杂，还

需要有体量很大的用户群和国家层面的应用场景。因此，其建设要从国

家层面全面统筹、长远规划，是典型的“国家行为”。近年不少地方纷纷

启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其热情可嘉，但过热的苗头常常会带来

严重问题。有的地方刻意绕开国家发展规划和审批，匆忙上马。由于地方

不具备体量足够、有资质的建设队伍，缺乏专业管理经验和必需的关键技

术能力，只能从国家已经有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队伍中高薪挖人，

严重冲击了“国家行为”。其实地方临时拼凑队伍，不仅不能完成自己的

任务，反而破坏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统筹的常规与传统。地方过多的

承担中央政府和企业的任务，造成重大建设低水平重复和无序竞争，它

影响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整体布局，有很可能形成一批新的“烂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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