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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 科学技术部 关于科技创新驱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意见》解读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科
技强国、交通强国的战略部署，是新时期做好交通运输科技创新工作的总抓手。去年7
月24日，交通运输部与科学技术部签署《关于科技创新驱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合作协
议》，决定深化“科交协同”，共同谋划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交通运输科技创新发展，
推动交通运输发展由依靠传统要素驱动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转变。

为落实合作协议精神和任务部署，交通运输部、科学技术部联合发布了《关于科技
创新驱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加强重点技术攻
关、推动产业创新发展、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完善科技创新机制，加快构建适应交通强
国需要的科技创新体系，发挥科技创新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中的关键作用。日前，交通
运输部科技司副司长岑晏青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围绕《意见》出台的重要意义、编制思
路、主要任务等进行深入解读。

一、《意见》出台具有重要意义

岑晏青表示，《意见》的出台有三个方面重要意义。

一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把科技创新摆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核心
位置，强调“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
烈。我们必须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同时，总书记
也十分重视和关心交通运输工作，发出了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动员令，党中央、国务院
先后印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以下简称两个纲
要）。我们感到，交通强国首先是交通科技强国，科技创新必然是交通强国建设的第一
动力；同时，交通强国建设，也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场景，两部共同出台《意
见》，正是落实总书记关于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交通强国系列部署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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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全面落实两个纲要科技创新有关部署的战略谋划。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交通运输科技创新体系不断完善，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有力支撑了
交通运输实现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交通运输科技创新体系仍待完善，科技创新链条
有待优化，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和高层次领军人才缺乏等问题仍然突出，已难以适应交
通强国建设需要。特别是，两个纲要将创新作为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对科技创新作出
了一系列部署，未来一个时期，落实两个纲要任务，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
遇，交通运输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优化创新
环境，稳步提升创新能力，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出台《意见》，正是聚焦交通运输行业
实际需求，加快构建适应交通强国需要的科技创新体系的战略谋划。

三是深化“科交协同”共谋交通运输未来的具体行动。自2009年建立部际会商机制
以来，交通运输部与科技部保持了长期务实有效的合作。特别是去年，为凝聚两部共
识，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党中央关于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交通强国的任务落实，在交通运
输部党组书记杨传堂、部长李小鹏和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关心推动下，两部开展新一轮会
商并签署合作协议，明确要印发《意见》、交通领域科技创新的中长期及“十四五”规
划。《意见》出台，既是两部落实合作协议的重要成果，也是两部深化务实合作共谋交
通运输未来的具体行动。

二、《意见》编制的总体思路

岑晏青介绍，《意见》起草过程主要体现了四方面思路。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体现需求引领。当前，我国交通运输科技创新存在基础研究和
应用基础研究不足、部分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储备不够等问题，成为制约交通运输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难题，《意见》任务布局坚持问题导向、体现需求引领，力争在关键领
域形成自主创新能力。

二是坚持协同融合，体现开放包容。交通运输具有点多、线长、面广的特点，涉及
各行各业，必须加强协同。行业内，《意见》任务布局注重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提
出推动交通建筑、装备制造和运输服务产业全链条发展。行业外，《意见》注重先进技
术赋能交通运输发展，提出强化新一代信息技术、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
集成应用。

三是坚持适度超前，体现引领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为主导技术群的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将推动交通运输生产方式变革。《意见》积极关
注前沿颠覆性科技攻关，布局自主式交通系统、新型载运工具等任务，为引领未来世界
交通运输发展谋篇布局。

四是坚持双轮驱动，体现改革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
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我国交通运输科技创新仍然存在体系有待完善、链条
有待优化等短板弱项，要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扫除阻碍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制度障
碍。《意见》面向交通运输科技创新存在的制度问题，布局激发创新主体活力、畅通成
果转化机制、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等任务。

三、有的放矢布局重点任务

岑晏青表示，《意见》按照强供给、兴产业、促融合、提能力、优机制的思路提出
了五项重点任务，每一项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对此，他分别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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