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推动学科高质量发展

主讲人：薛徽



前 言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

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发展

条件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在未来要

分两步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必须全面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部署，实

现更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前 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统筹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

安全两件大事，对科技创新作出了一系列重要

论述，科学回答了“科技创新是什么、为什么

要科技创新、如何实现科技创新”等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不仅把我们党对科技创新的理论

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而且为我国未来发展

指明了价值航向和方法路径。认真学习研究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是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有助于我们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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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科技创新的科学
内涵和要义

第一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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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一些论述，奠定了马克思主义

关于科技创新的理论基础。我们党一贯重视科技创新的重要

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重要论断。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放眼世界发展大势、

着眼科技发展前沿、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对科技创新提出了

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



更加突出科技创新的战略地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

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

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更加明确科技创新的目标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科技创新的“四个面向”，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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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

“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这“四个面

向”以及“强”“赢”“好”回答了“为什么要科技创新”的问题。



更加凸显科技创新的价值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具体到科技创新领域，就

要求科技创新以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这就

回答了科技创新“为什么人”的问题。

更加强调科技创新主体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营造良好人才创新生态环境，聚天下英才而

用之，充分激发广大科技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意味着要把人才的作用放在更加重

要的位置。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

技领军企业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

当”。这就表明要注重发挥多元科技创新主体的整体效能。



更加注重解决关键核心领域“卡脖子”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

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为此，无论是强调“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

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还是要求“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都是为了加快解

决“卡脖子”问题，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

更加明确推进科技创新的方法路径

    在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科技治理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推动一系列制度创新和制度

安排，主要包括：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形成我国

实验室体系；完善科研任务“揭榜挂帅”制度；等等。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涵盖了科技创新的核心要义、地位作用、目

标方向、价值立场、实施主体、突破方向、关键环节、方法路径等方面，形成了相互联系、相得

益彰的有机理论体系。



02 科技创新是破解增
长瓶颈的关键

第二部分



在2020年9月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

新这个第一动力。”从经济增长理论出发，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具有强

大的学理支撑、长远的战略眼光。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资本的积累、劳动力的增加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在科技水平一定

的条件下，资本的扩张也好，劳动力的增加也好，都不可能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假以时日总会遇到“天花板”。

唯有以科技创新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才是一个可以在知识累积基础上不断进行创造的无限过程，能够为经济

增长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

     现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我国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

用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在客观上决定了我们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要补齐诸多短板，实现高质量发展，就需要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

      党中央对于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准确

的判断。我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高速增长，如果希望在

未来保持长期可持续增长，就必须要依靠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换

句话说，粗放式发展的老路难以为继，唯有依靠科技创新实现高质量发

展，才能突破经济增长瓶颈，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由此可以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如此重视科技创新，不仅有着经济增长理论的深厚学理支

撑，而且有着谋划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宏大战略视野。

同时，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
攻关期，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



03 科技创新是贯彻新
发展理念的支点

第三部分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破

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把科技创新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

的支点，有助于破解前进路上的风险挑战。

     从创新发展看，科技创新是全面创新的核心。就创新发

展的动力而言，科技创新提供了最根本、最持久的动力源泉。

历史上的每一轮科技革命，都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力水平，

进而推动生产组织和生产关系发生变革。就创新发展的方式而

言，科技创新提供了最基本的创新方式，就创新发展的潜力而

言，科技创新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可能性空间。



从协调发展看，科技创新是统筹平衡的关键

    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解决区域之间、城乡

之间存在的发展不协调问题。这其中，科技创新是提高发展协调性、平衡性

的重要途径。研究表明，通过科技知识在区域间的扩散、促进区域间科技协

同发展，能够有效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形成协同高效的区域科技创新分工体

系，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



          从绿色发展看，科技创新是建设美丽

中国的钥匙。科技创新尤其是与环境治理相关的绿色技

术创新，在推动绿色发展中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存在一个平衡稳增长与碳减排之间关

系的权衡问题，绿色技术创新既能够显著抑制碳排放，又

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有助于处理好发展和减排的关系。绿

色技术创新不仅是绿色发展的关键，而且是未来新的经济

增长点。



         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角度来说，科技自立自强好比是“撬动地球”的支点，唯有这个支点坚

强有力，国内大循环才能立得起来。同时，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需要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意味着中国要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要在价值链上实现这

样的跃迁，最重要的是推进科技创新，依靠科技创新提高中国产品和服务的全球竞争力。

从 开 放 发 展 看 ， 科 技 创 新 对 新 发 展 格 局 至 关 重 要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在不断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分好“蛋糕”。要不断推进科技创新，实现经济

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做大“蛋糕”，为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创造条件。实现共

同富裕还要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推进科技创新的

题中应有之义，就是提高普通劳动者的科学素质、技能水平，这就能够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源源不断

的内生动力。

从 共 享 发 展 看 ， 科 技 创 新 是 共 同 富 裕 的 杠 杆



04 全速发动创新驱动
的新引擎

第四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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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

不可少的点火系。”这说明，体制机制层面的改革，能够为科技创新提供保障，

把创新驱动的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充

满了方法论智慧，提出了一系列促进科技创新的改革举措。

　　更加注重基础研究，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从0到1”的原创性

创新奠定基础，为中国在新的领域实现领跑创造条件。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把“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力量恰当结合起来，激发

多元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形成我国实验室体系，将为中

国的科技创新提供大规模科技基础设施，为各个学科的交叉创新提供空间，是着

眼科技创新前沿、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制度安排。



以科技创新支撑高质量发展

     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一系列“微创新”，最大限度为科研人员松绑，释放科研

活力潜力。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

券交易所，形成“科技+资本”的强大合力。

     近代以来，中国曾错失过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历史殷鉴在前，更

增加了今天推进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把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落实到发展各个环节，牢牢抓住这次科技革命的

先机，在全社会凝聚起推进科技创新的共识和力量，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05 开展主题教育并结
合我院的思想实践

第五部分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就开展主题教育提出明确要求

      全党将自上而下分两批开展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主题教育。3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
政治局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第四次集体学习。
在主持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就开展主
题教育提出明确要求。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如何开展

要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推动全党
更加自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
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

要
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
定，始终与人民同心，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全党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奋进
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如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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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如何开展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的强大力量，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
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努
力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
干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坚持学思用贯
通、知信行统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如何开展

 01 达到凝心铸魂筑牢根本

 02 锤炼品格强化忠诚

 03 实干担当促进发展

 04 践行宗旨为民造福、

 05 廉洁奉公树立新风的目标。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如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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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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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



研究生文献抄读



研究生寝室安全大检查



    中心实验室始建于2014年，位于西院区，占地780平方米，是我院

独立建制独立管理的部门。现实验室拥有仪器设备58台件，总金额206
余万元，建有细胞培养室，Western实验室，PCR反应室，尼康倒置荧

光显微镜、Biometra TOne 96G梯度 PCR仪、LAS 500一体化发光成像

仪、微量分光光度计、病理切片机、组织脱水机、组织包埋机、摊烤

片一体机等仪器设备，完成组织学服务平台，分子生物学平台搭建并

已投入使用。
       承担省、厅局级课题16项，其中省级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黑龙
江省教育厅课题、齐齐哈尔医学院项目及齐齐哈尔市科技局项目合计
15项。承担研究生课题及本科生科研需求，协助培养研究生5名。









带领学生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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