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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第一生产力》

内容概要

《解放第一生产力: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内容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坚持“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想，进入了历史上最为兴旺发达的时期。面临知识经济到来的新世纪，
科技工作担负着光荣而重要的历史使命。我们将更高地举起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努力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世纪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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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第一生产力》

书籍目录

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的辉煌二十年
第一章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科技体制
第二章  邓小平科技体制改革思想
第三章  运用经济杠杆推动科技体制改革
第四章  结构调整和人员分流
第五章  改革焦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第六章  加强主体建设——企业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
第七章  新体制的生长点——民营科技企业
第八章  改革试验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第九章  改革科技投融资体制

Page 3



《解放第一生产力》

章节摘录

大量的开发型科研机构进入、步入经济建设主战场的主要形式有：进入企业或企业集团，成为其技术
开发机构；创办或吸收企业作为中试与生产基地，逐步发展成为科技先导型企业集团或科研生产型企
业；可与设计、生产单位联合组成成套的技术工程承包公司；可与高等院校、生产企业组成产学研联
合体，逐步成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一支生力军；可面向中小企业、乡镇企业，成为区域性或行业性
的技术开发或推广服务中心。开发性研究机构的调整，一方面，应充分估计到自身的水平和条件；另
一方面，需要了解企业的经济环境和对技术的需求。无论采用什么形式，都应当是优势互补，起到扬
长避短的作用。截至1990年，全国已有一大批开发型科研机构进入企业或企业集团，与企业结成科研
、生产、经营联合体达1万多个。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创办的科研生产经营一体化的技术经济实体3500
家。例如，北京新技术开发区诞生了800多家高技术公司。县以上政府部门所属科研机构80％以上创办
了科研经济实体。这些机构实行科研、生产、销售一体化经营，推动了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有些逐
步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生长点。社会公益性科研机构在继续实行事业费包干的前提下，进一步推动机
构调整和人员分流，积极扩大服务范围，发展科技咨询、情报信息等科技产业，通过进入市场、有偿
服务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一些有条件的机构也走上了开发型科研机构的发展道路，进行技术开发，推
动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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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第一生产力》

编辑推荐

《解放第一生产力: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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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第一生产力》

精彩短评

1、教材式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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