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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科技创新
体系的适配性与路径研究

引 言
面对逆全球化思潮和科技打压升级，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创新是我国的核心对冲

手段。伴随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和治理正遭遇更加严峻挑战，我国积极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明确提出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1]。随后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则进一步指出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2020年 9月 1日中央深改

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指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其实质是要健全和壮大

国内大循环，调整和优化国际大循环，保障我国经济社会总体安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意味

着社会经济系统的系列变革，要善于将改革思维和方法运用到构建新发展格局之中，既要在战略上布

好局，也要在关键处落好子。

科技创新体系问题已成为现阶段制约高质量创新的主要矛盾。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生态结构优化与

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高质量创新的重要支撑与保障。首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是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体系。高质量发展需要制度环境支撑[2]。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我国

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多方面显著优势，明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

通过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部署系统完备的治理体系，包括法治体系、行政体制、经济制度、科

技创新体制机制等，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这是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决策部署所需，也是对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深化改革目标的系统深入发展。学界也积极围绕该主题开展初步研究[3]。其次，高质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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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发展格局中如何优化我国科技创新体系问题越发重要。以新发展格局内涵和实现路径分

析为基础，通过经济双循环和科技创新体系的基本逻辑，刻画其理论模型，总结新发展格局下经济

体系在供给和需求端的变化以及科技创新体系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面临的关键变化，进而在经

济双循环与科技创新体系之间建立适配模型，将经济双循环中的关键变化与科技创新体系联动整

合，探究经济双循环中供给和需求端的变化对科技创新体系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带来的机遇和

挑战，进一步明确新发展格局中科技创新体系潜在风险和机会，提出以创新模式加强国际合作、拓

宽获取提出创新问题渠道、提升前沿科学问题解决能力以及调整科技创新体系结构等若干优化建

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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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推进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5年 9月《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要

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对科技创新体

制机制完善进行部署，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

究、原始创新；建立健全技术创新体系和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完善科技人才培育机制，改进科技评

价体系，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当前关键任务是在新形势下改善庞大的创新系统，转变创新治理模

式，完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4-7]。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经济社会大系统中各类子生态系统的支撑[1]。要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在

供给侧需形成健全的生产供应系统、保障各类产业链安全、提升竞争力；在需求侧需培育和发展国内市

场系统、发挥大规模市场优势[1]。要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也需要发展新型国际合作体系，形成

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1]。因此，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重新审视各类子生态系统并推动变革[1]，尤其是重新

审视科技创新生态系统。这既需要审视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目标、任务、结构和资源配置是否符合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要求，也需重新审视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机制体制是否符合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要求。科

技创新是知识和信息等要素不断流动和互动形成的结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显著改变创新要素流动

和互动模式，因而，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改变是必然的。因此，需重新认识新发展格局对科技创新和科技

创新体系的机遇和挑战，以及我国科技创新和科技创新体系面临的长短板，从而形成与新发展格局相

适应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高质量创新产出，既弥补关键技术“短板”，解决国内大循环断点和堵点,又
加快锻造关键技术“长板”，实现科技领先。为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

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加快建设科技强国[8]。刘鹤[9]也指出科技自立自强

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主动地位的关键。

本文旨在探究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会发生什么本质变化、该如何应对。通过对新发展

格局的内涵和基本发展路径进行梳理，一方面从经济基本逻辑出发对新发展格局下经济双循环带来的

本质变化进行解释，另一方面从创新基本逻辑出发剖析新发展格局下科技创新体系产生的关键变化。

最后，综合新发展格局下经济双循环和科技创新体系的变化，提出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科技创新体系面

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新发展格局的内涵、路径与科技创新
（一）新发展格局的内涵

新发展格局是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其目的在于充分发

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新发展格局既不是固步自封的国内循环，也不是对过去发展战

略的全盘否定，而是包容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是新发展阶段对以往发展战略的提升和深化 [10]。蒲清

平和杨聪林[11]认为“双循环”是指在国际政治和经济等环境变化下，立足于扩大和拉动内需，维护国内

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构建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同时，并进一步强调“双循环”不是“单循环”，“双循环”

以“内循环”为主，“双循环”是量与质并重的循环，产业链和供应链为“双循环”核心，科技创新是“双循

环”的动力源，“双循环”要兼顾效率和安全。罗雨泽[12]表示要准确理解“双循环”，正确把握“双循环”提

出的宏观背景，以国内循环为主还是国际循环为主，不仅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有关，还与自身的发展阶

段密切相关。过去我国缺少大量条件，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才能助力发展，如今情况变化，有能力深入

挖掘内循环的发展潜力。刘元春[10]认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是统筹发展与安全

的战略主动战。因此，要辩证统一看待内循环和国际循环间的关系，内外循环并不是相互替代关系，而

是有相互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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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强调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是内外动因综合使然。蒲清平和杨聪林[11]认为新发展格局是应对

逆全球化趋势的必然选择，是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然之策，是应对经济发展转型的实然之举。陈

文玲[13]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必要性在于世界经济短期难以复苏，中国经济会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稳固

根据地。刘元春[14]认为新发展格局是对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修正和调整，“以外为主，以外促内”的外向

型发展战略已完成其历史使命。林毅夫[15]认为随着出口对经济拉动作用的逐步减弱，新发展格局是我

国必然和共赢的战略选择。进一步，从出口占GDP比重来看，2019年较 2006年出口占GDP比重降至

17.4%，而这一年 82.6%的国民经济是在国内实现循环。同样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在向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国内消费连续 6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我国具备形成新发展格局的

条件。黄群慧[16]从生产供给和消费两个角度认为我国工业供应体系完善、国内消费市场规模广阔，需求

多样，具备国内经济循环主导的基础条件。刘元春[14]也认为我国在供需两层面均具备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条件。从供给面来看，我国不仅有全世界最为齐全、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同时“中国制造”开始向“中

国智造”和“中国创新”转变，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不断提高；从需求面来看，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具

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在制度和机制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基本完成，市场在配

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罗雨泽[12]则表明由于体量、市场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强，我国有挖掘内循环的发

展潜力，同时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国内问题凸显。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与科技创新

形成新发展格局，需要明确重点路径。当前，部分专家和学者对此提出建议。“双循环”格局的出发

点是挖掘需求潜力[17]。顾学明[18]认为要发展消费引领型内需体系、垂直整合的产业链体系、以我为主的

供应链体系、互利共赢的价值链体系、内外融合共生的市场体系。林毅夫[15]认为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以构

建新发展格局。蒲清平和杨聪林[11]建议明确双循环核心要义，打通供需两个端口。黄群慧[16]认为，一方面

从需求侧入手加快扩大有效投资和出台消费激励方案；另一方面从供给端发力，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

创新解决我国经济循环中的技术“卡脖子”问题和体制机制障碍，提高经济供给质量。迟福林[19]以高水

平开放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张占斌[20]也从多角度对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提出建议，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和竞争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中强调加快科技创新是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需要。推动国内大循环，科技创新是关键。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也需要科技实力，保障产业

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中再次强调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个关键问题。任志宽[21]认为加强自主创新，推

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是要打造自主可控的创新链，满足国内市场技术需

求。二是构建安全可靠的产业链，破除我国产业循环的痛点和堵点。三是要集聚国内外高端创新资源，

构建以我国为主的全球科技创新网络。谢科范[22]认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一方面需要科技创新驱

动国内国际产业发展双循环，另一方面需要科技创新本身国内国际双循环。赵昌文[23]认为新发展格局

需要把创新放在首要位置，依靠创新转方式、调结构、增动力。

不难发现，构建新发展格局，需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发力，借助改革激发潜力。不管通过何种途径，科

技创新均是新发展格局能否快速形成的关键。因此，对新发展格局中科技创新的机遇与挑战有更深入

的认识，需要在经济双循环和科技双循环间建立逻辑联系，理解并推进科技创新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形成的支撑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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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新发展格局下的经济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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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发展格局下的经济双循环及其关键变化
（一）供需视角的经济双循环模型

经济活动是个动态循环过程。无论是基于生产、消费等环节的循环，还是基于要素及产品市场供给

—需求循环，均是如此[24]。鉴于每个经济体的相对独立性，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各独立经济体存在自身

的经济循环，并通过各自的方式参与到国际经济循环中。因而，经济循环则存在国内和国际经济循环之

分，且很少有国家只有国内经济循环。

以要素及产品市场供给—需求循环为逻辑基础，可构建如图 1所示的新发展格局下经济双循环逻

辑图。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全球经济体系呈现高度一体化特征，高度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经济体，其经

济内外循环高度融合，通过全球产业链分工，发挥相对比较优势。如图 1（a）所示，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

使我国要素及产品市场供给—需求循环高度全球化，经济内外循环边界模糊：在要素市场供给上，我国

主要供给生产资料的中间品较多，而先进国家则主要供给高技术水平先进生产设备和工具等；在需求

方面，也存在类似分工。

在新发展格局下，个别发达国家打破原有全球经济大循环，将造成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高效分工体

系受到破坏，成为双循环出现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是在该背景下提出，如图 1
（b）所示。在经济双循环格局中，以国内生产要素供给为例，过去可以由国内和国外按照分工分别供给，

但是新形势下个别发达国家为遏制我国经济发展而限制供给，而在对国外要素供给中，也存在出于限

制我国技术发展目的而对我国部分产品供给加以限制。在该情况下，国内经济循序链条完整性受到威

胁，需保障经济内循环的健康运转，从而形成国内经济大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一起构成“双循环”。

（二）新发展格局带来的经济体系变化：基于经济双循环模型的解释

首先，新发展格局下供给端将发生变化。在国际供给端，国际生产要素供给由于个别国家限制政策

而受到冲击，高端零配件、关键工具供给不确定性加大，加剧了我国相关产业链风险；国际消费产品或

服务供给目前并无显著变化，考虑到国际国家消费产品市场是重要收入源，预期其变化显著性将不及

生产要素供给变化。在国内供给端，为我国自身提供的生产要素供给将不受影响，但存在其他要素受限

而产生的影响沿供应链传导风险，为国际市场提供的生产要素供给也会面临部分领域供给压缩或中断

风险；为我国国内市场提供的消费产品或服务供给变化不显著，但也存在国际供应链传导风险，为国际

市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同样面临较大风险，例如华为产品和抖音服务等面临的挑战。

其次，新发展格局下需求端也将发生变化。在国际需求端，个别国家对我国部分生产要素需求将降

低，特别是我国先进技术类产品的国际需求在个别国家可能受到阶段性限制，个别国家对我国少数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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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技术产品和服务需求也将受到阶段性限制。在国内需求端，新形势下对我国国内生产要素需求加大，

对国际生产要素需求受影响较显著；对我国消费产品和服务需求会持续放大，对国际产品和服务需求

变化不明显。

三、新发展格局下的科技创新体系变化
（一）基于创新本质的科技创新体系

创新是把以往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25]，其本质可分为提出创

新问题和解决创新问题两个关键环节。提出创新问题和解决创新问题所需要的能力和条件不同。由于

解决创新问题直接与创新成果和产出相关，因而人们通常更关注解决创新问题方面而忽略提出创新问

题的重要性。提出创新问题是前提，因此剖析科技创新体系需重视提出问题环节。首先，创新问题的提

出主要来源于现实需求（如企业或国家需求，政策激励等）和创新性思考两方面。因此要形成提出创新

问题的能力也需从以上两方面着手：其一是汇聚现实需求中的创新问题；其二是汇聚直接来自创新型

人才提出的前沿研究问题。其次，解决创新问题需产生解决创新问题的科学方案，并高效实施。产生解

决创新问题的科学方案需汇聚知识和创新人才，而高效实施则需汇聚人才和资金、知识和基础条件（如

实验设施、科学设备等）等。

以往研究和实践指出创新决定要素主要包

括：需求、人才、信息、资金、政策与制度、基础条

件等。从创新链角度看，创新可分为原始创新、

应用创新、商业化等主要类型，每一类型创新均

来自相应的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过程，且对创

新要素的要求存在显著差异。如表 1所示，提出

问题主要通过需求、人才、信息、政策和制度等

要素，解决问题主要通过人才、信息、资金、政策

和制度以及基础条件等要素。

（二）新发展格局带来的科技体系变化：会

有科技创新双循环吗

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和全球创新体系融合程度高，已成为全球创新体系重要贡献者。主要表现在提

出创新问题和解决创新问题两大关键环节上的国际融合特征。过去数十年，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进程，

科技创新体系在提出创新问题和解决创新问题两大环节融入全球创新体系的程度逐渐提升，科学无国

界特征日益显著。这一方面促进我国科技发展，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带来负面影响：首先，

我国在许多科技创新领域存在“两头在外”现象，一头是研究议题设置、方法工具及仪器设备，另一头是

研究成果发布和开发利用平台；其次，科技创新体系自主性不足，存在潜在风险，正如今年美国无端限

制我国部分高校使用Matlab等软件，凸显当前我国科技创新体系面临的挑战。

然而，当前个别发达国家遏制我国科技发展的企图充分暴露，使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和全球创新体

系间的关系发生显著变化。因此，新发展格局中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呈现双循环趋势，如图 2所示。该形

势下，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中的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过去与全球创新体系的逐渐融合转向逐渐分离。

尽管我国尽可能保持并通过多途径加深这种融合，但也应高度重视因发达国家特意遏制而导致的脱钩

趋势，充分认识新发展格局中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双循环特征及其相对之前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存在的

潜在变化趋势。

表1 两大创新环节的关键创新要素

关键创新要素

主要创新环节

需求

人才

信息

资金

政策与制度

基础条件

提出问题

√
√
√

√
√

解决问题

★
★
★
★
★

注：√、★表示该要素是对应创新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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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提出
问题

国内

国际

解决
问题

国内

国际提出
问题

国内提出
问题

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应用研究

国内解决
问题

国际解决
问题

（a） （b）
图2 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双循环形势

首先，新发展格局中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提出问题端将发生变化。在科技创新体系中，提出问题者

主要包括需求者和科技创新工作者，需求者来自政府、市场和社会中的各类主体，他们将生产、生活或

国防与行政中各类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给问题解决者，科技创新工作者则通过对科技前沿、市场机会

等的发掘发挥想象力和洞察力提出问题。在新发展格局下，来自国外需求者提出的问题有减少趋势，但

来自国内需求者提出的问题有显著增加趋势；来自国外科技创新工作者提出的问题也存在减少趋势，

来自国内科技工作者提出的问题并不一定会明显增加，因为科技创新者提出问题取决于对国内外信息

的了解，而新形势下，某些形势会增加科技创新者的信息获取，但也存在某些减少信息获取的可能。这

些变化对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创新问题提出过程造成挑战。

其次，新发展格局中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解决问题端将发生变化。在科技创新体系中，解决问题者

主要包括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个人等，他们根据自身或外界所提出的创新问题，运用所接触到知识

积累，发挥创新智慧，利用各类条件，提出解决方案。在新发展格局下，部分国家解决问题者在对华遏制

政策导向下参与直接解决我国问题的可能会降低，而我国创新问题解决者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也会面

临可用知识积累无法与全球创新体系与时俱进，创新智慧也会因部分国际交流受阻而无法充分激发和

释放，一些国外创新基础设施和条件也会因新的限制政策无法充分利用。这些变化对我国科技创新体

系的创新问题解决过程造成挑战。

四、从经济双循环到科技创新体系面临的挑战
（一）新发展格局中经济双循环与科技创新体系的适配模型

科技与经济之间存在极强的相互促进关系。以熊彼特为代表的研究认为创新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核

心动力，而科技创新则是所有创新的核心。历次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革命，以及世界科技中心转移带来

的世界经济中心转移，无不说明科技与经济间的紧密关系。我国也在不断强化科技对经济的支撑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国创新能力和科技发展水平不高，科技对社

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足，需不断促进科技和经济结合，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缩小与

发达国家差距，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无论是从三个面向①，还是四个面向②，都更需要

与经济发展加强联系。

科技与经济的关系，可基于两者的逻辑本质构建。科技创新体系的本质是提出科学问题和解决科

学问题，经济体系的本质是供给和需求，因而可据此构建两者的逻辑关系。首先，经济体系中的供给和

①习近平2016年5月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②习近平2020年9月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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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供给

国内

供给

国内

需求

国际

需求

国际提出

问题

国内提出

问题

国内解决

问题

国际解决

问题

应用研究 应用研究

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

经济双循环体系

科技创新体系

图3 经济双循环与科技双循环的适配模型

需求会给科技创新体系提供源源不断的科学问题；经济体系中的供给和需求发展也为科技创新体系提

供解决问题的资源和条件。其次，科技创新体系中的解决问题意味着科技进步，从而促进经济体系中的

供给和需求。

根据科技与经济的本质关

系，可在经济双循环与科技创新

双循环间建立整合模型。如图 3
所示，经济双循环通过供给和需

求两侧向科技双循环提出问题，

并为科技双循环解决问题提供

资源条件，而科技双循环通过解

决问题或进一步提出问题为经

济双循环提供动力。在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条件下，供给和需求、

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都会因国

内外角色变迁而发生显著变化，

从而构成科技创新体系面临的

挑战和需进一步优化之处。

（二）新发展格局中科技创

新体系面临的挑战：基于适配模

型的观点

在新发展格局中，迫切需要

科技创新体系与经济双循环建立更有效适配。为分析如何促使以上两者间更好适配，通过将上文所构

建的经济双循环模型与科技创新体系双循环模型整合，进一步讨论两者相互影响及部分关键变化产生

的冲击和对策。着重分析经济双循环中供给和需求端的变化对科技创新体系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带

来的机遇和挑战。

1.供给端对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机遇与挑战。在科技创新体系中，提出问题是创新的关键起点。

新发展格局下，经济双循环供给端变化，对科技创新体系中提出科技创新问题带来显著的机遇和挑战。

首先，国内生产要素供给端将遇到挑战，由于国际高技术生产要素供给不确定性，我国生产要素面临一

些关键核心技术约束，这将对我国生产要素供给端提出大量创新问题。其次，国内产品和服务供给遇到

挑战，由于部分高技术生产要素存在使用受限，相关企业面临大量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后，在国际供给

端，个别发达国家先进生产要素供给限制加大，导致针对我国生产提出的创新问题减少。

在解决问题方面，供给端变化也给科技创新体系带来机遇和挑战。首先，国内生产要素供给端面临

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亟待突破，这将影响国内大循环健康运转，给科技创新体系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其

次，在国际供给端，因为个别主要国家在高技术生产要素领域的供给限制，国际先进科技力量参与解决

我国问题的可能性降低。

2.需求端对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机遇与挑战。新发展格局下，需求端变化对科技创新体系中提

出创新问题来源产生影响。首先，国际市场对我国中低技术生产要素的需求端影响并不明显。部分国家

对我国高技术要素供给存在限制，降低了我国相关供应商从全球获得多样化技术创新问题的机遇。其

次，国内市场对本土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会明显增加，因而会在本土产生更多技术创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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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问题方面，现代创新模式中科技创新问题的解决离不开需求端参与和贡献，新发展格局中

需求端变化给科技创新体系带来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在我国创新问题解决中，国际需求端参与程度可

能会在部分限制性提升的市场中有所下降，这将降低创新机会。另一方面，新发展格局中国内需求端扩

大，将会吸引更多力量参与创新问题解决，有益于创新能力提升，但需要注意解决问题的科技资源和科

技问题属性之间的匹配。

3.挑战的非均衡性及非经济领域的特征。上述关于新发展格局中经济双循环对我国科技创新体系

的机遇和挑战的分析主要通过一般推理得到，需注意的是，上述结论在不同行业和技术领域会有不同

程度的差异。原因在于先进技术国家对我国进行技术遏制时，重点是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特别是一些

我国正在逐步缩小差距将要或已经取得领先的行业或技术领域。如美国发布的《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

战略》，要在人工智能（AI）、能源、生物、化学、量子信息科学、通信和网络技术、半导体、军事以及太空技

术等 20项“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保持竞争优势，这些领域的挑战将更显著。因而，我国科技创新体系

各领域面临的调整存在非均衡性。

另外，在新发展格局中，我国科技创新体系除受供需两端变化带来的影响之外，在非经济直接关联

的科技创新领域，如在基础研究领域，无论是提出问题或解决问题，同样面临机遇和挑战。国际交流合

作是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突破的重要路径。当前，个别基础研究具有优势的国家采取的各种限制措施不

仅破坏了全球经济循环，也会破坏国际科技合作体系、阻碍全球科技进步。因此，必须高度警惕我国科

技创新体系受到的影响并积极应对。

五、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发展建议
（一）潜在机遇与风险

在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科技创新主要面临着以下潜在机遇和风险：

主要潜在机遇。首先，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打击全球经济，可以预计国际经济增长形势将进入一

段长时期衰退过程，即使走向复苏，也将是一个缓慢复苏过程。全球经济中研发主体的研发投入会在未

来几年受到持续冲击，在这背景下，若我国能够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将能缩小在很多技术领域的劣势、

增加技术优势领域。其次，在部分关键技术领域被迫补短板，事实上产生一个弥补技术差距的机遇，存

在大量关键科技创新问题需要解决，目标更加明确。

主要潜在风险。考虑到我国已广泛意识到新发展格局中补短板的重要性，由此可能产生几个值得

警惕的风险。首先，国际上供求关系的改变导致有些关键生产要素在我国需求降低，这对我国科技创新

的促进存在减弱风险，国际科技能力支持存在降低的可能。其次，需警惕补短板力量过度，导致锻长板

力量不足，错失机遇。包括补短板缺乏协调，重复投入；补短板结构失调，影响前沿创新。再次，内循环存

在导致市场竞争过度风险，创新不足，特别是广大市场主体过度内卷化，无法有效推动科技创新整体前

进。最后，在国际循环高端化转型受阻，限制我国科技创新的不断提升。

（二）相关建议

在新发展格局下，科技与经济关系更紧密，经济需要科技支撑，因而科技创新需要与经济双循环相

适应，所以科技创新体系也需要支撑起与经济双循环相适应的科技创新。通过对经济双循环和科技创

新体系本质分析，根据新发展格局中两者的关键变化及传导机制，本文认为，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在新时

代需形成新发展格局下的优化思路，具体建议如下。

其一，在新发展格局下，科技创新体系将受重要影响，经济双循环的关键变化会迅速传导给科技创

新体系并引起其变化。科技创新体系中的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两大关键环节均会受到经济双循环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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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经济双循环是我国的主动战略，虽已具备基础条件，但在实施过程中各种堵点痛点会带来系列

挑战，势必会通过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两个主要途径传导给科技创新体系。因此，对此应有基本认识，

经济双循环主要通过国际国内供需两端的显著变化给科技创新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环节带来机遇

和挑战，具体表现在国际先进生产要素供给受限，国内生产要素供给面临更高要求，国际生产要素、产

品和服务需求在部分领域受限，国内相关需求增加，这均会引起科技创新体系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结构变化。

其二，新发展格局下不应主动构建科技双循环体系，但应当对科技双循环趋势主动应对，尽力避免

科技创新双循环，需要创新模式加强国际合作。在新发展格局下，科技创新体系因内外部环境变化会受

一定程度的冲击，特别是在经济双循环发展影响下，科技创新体系是否会走向双循环是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认为，科技创新体系存在双循环可能，不应主动构建科技双循环体系，因为与科技创新的性质和国

情基础不相称，但应当对科技双循环趋势主动应对，尽力避免科技创新双循环。观察个别科技创新先进

国家的遏制政策，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从基础研究到产业技术发展均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但当今科

技创新体系更需要全球合作，不像个别产业边界那么清晰容易受限制。无论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中，加

大力度发展科技创新领域的国际合作更为必要，从而主动对冲部分负面限制产生的影响，积极运用国

际创新资源解决国内面临的更大科技创新问题。

其三，围绕新发展格局下科技创新体系中提出问题环节，需拓宽获取提出创新问题的渠道。在新发

展格局下，科技创新体系需要支撑科技问题的提出，包括产业技术创新问题和基础科学问题，两者受影

响的路径存在差异。对于产业技术创新问题，由于部分先进科技领域国际供给和需求的收缩威胁，需开

拓其他路径弥补来自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提出问题的减少。对于基础科学问题，需通过其他模式弥

补直接科学技术交流受限而导致的科学问题提出和形成机会降低的问题。总体而言，新发展格局下，原

有来自国际发达地区提出问题的渠道更可能受到限制，而国内提出问题的数量会迅速增加，因此需创

新拓宽国际问题的获取渠道，对国内创新问题需分清主次，为解决问题增加效率。

其四，围绕新发展格局下科技创新体系中解决问题环节，需加快解决关键技术问题，提升前沿科

学问题解决能力。在新发展格局下，科技创新体系也需要支撑科技问题的解决，包括产业技术问题和

基础科学问题的解决，两者解决路径存在差异。对于产业技术创新问题，之前由国际产业链分工解决，

当前很大程度上需国内加快突破。对于基础科学问题，由于部分领先国家国际人才和基础研究设施条

件等交流、利用受限，需加快国内科学基础设施和条件建设，创新人才交流合作模式。总体而言，新发

展格局下国际对解决我国科技问题的支持受到限制，而国内面临迅速增加的产业科技问题需要解决，

前沿科技问题的解决能力发展受到约束，存在受应用技术创新过度牵制而放缓前沿科技问题进步的

步伐之可能。

最后，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科技创新体系需要调整结构、完善治理体系、强化自主创新文化支撑。我

国科技创新体系在新发展格局下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来源发生变化，数量和类型也将发生变化，这

必然影响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总体结构，包括科技创新的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主体结构、信息流动结

构等均将发生变化，因此应主动分析研判加以调整应对。与此同时，伴随结构变化也对我国科技创新体

系的治理体系完善提出新要求，需形成新机制体制支撑相关创新主体聚集并解决关键科技创新问题。

当然，这种新机制体制下，需要也必将形成新型自主创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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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daptation and Trajectory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under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Ren Sheng-ce, Du Mei, Chen Qiang
Abstract: How to optimize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S&T) innovation system under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is
paper draws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dual economic cycle and the S&T innovation system through their basic logic, summa⁃
rizes the changes in the supply and demand side of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key changes in the problem-solving and
problem-solving of the S&T innovation system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establishes an adaptation model between the
dual economic cycle and the S&T innovation system, integrates the key changes in the dual economic cycle with the S&T innova⁃
tion system, and then explor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posed by changes in the supply and demand sides of the dual eco⁃
nomic cycle for "problem-discovering" and "problem-solving" processes in the S&T innovation system. Besides, this paper fur⁃
ther clarifies the potential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of the S&T innovation system in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proposes
several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ith innovation models,
broadening access to the channels for proposing innovation problems, improving the ability to solve frontier scientific problems,
and adjust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S&T innov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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