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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目的］系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障碍是“十四五”时期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应在全局把握和深刻

反思的基础上稳步推进。然而既有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对关键核心技术及其突破的讨论相对分散，尚未形成系统的

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在理论回顾的基础上，界定了关键核心技术的内涵、特征和类型，剖析了关键核心技术障碍

的突出表现和国内外成因，探讨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背景与形势、方向与重点、机理和路径。［研究结论］研究构

建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整合框架，并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目标体系构建、主攻方向选择、攻坚力量部署、激活机

制重塑、攻坚稳步推进五个体系化维度明晰未来进路。研究结论既能促进关键核心技术文献的发展，又为政府制定

政策、各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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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through of Key Core Technologies: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Cao Yougen Ｒen Shengce Du Mei
( Shanghai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2)

Abstract: ［Ｒesearch purpose］Systematic breakthrough of key core technical barriers is the key to achieving self －reliance and self －im-

prove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uring the“14th Five－Year Plan”period，and it should be steadily advanced on the basis of overall

grasp and deep reflection． Discussions on key core technologies and their breakthroughs are relatively scattered，and a systematic research

framework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Ｒesearch method］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review，the connotation，characteristics and types of

key core technologies are defined; the distribution and the causes of key core technology obstacles are analyzed，and the background，situ-

ation，direction and focus，mechanism and path of key core technology breakthroughs are discussed． ［Ｒesearch conclusion］ The study

builds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for key core technology breakthroughs，and clarifies future research from five dimension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arget system，the selection of the main attacking direction，the deployment of attacking forces，the reshaping of the activation mech-

anism，and the steady advancement of the attacking．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key core technolo-

gy literature，but als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policies and market player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key

core technology breakthroughs．

Key words: key core technology ;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 “neck sticking”technology ; technology identification; S＆T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新

兴产业培育的重要引擎，对中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和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核心支撑作用。然

而，中国在高端数控机床、高端芯片、核心发动机等关

键技术领域发展相对落后，美国等国以推动科技脱钩

为意图的技术封锁和长臂管辖使得国家创新链、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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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供应链“断链”“脱链”风险增加，关键核心技术面

临“卡脖子”的重大挑战。
既有文献围绕关键核心技术的概念内涵［1－2］、现

状与成因［3－4］、突破模式及路径［5－6］等展开了讨论，但

是，由于关键核心技术及其突破研究主要源自近年来

的国际科技封锁压力，故整体上处于起步阶段，且关键

核心技术相关研究呈现出相对分散、零乱的特征，尚未

形成富有逻辑和系统的研究框架，不利于从理论层面

支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实践推进。
鉴于此，本文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构建起关键

核心技术突破的整合框架，该框架旨在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关键核心技术? 第二，中国关键核心技术

障碍有哪些，如何形成的? 第三，中国如何突破关键核

心技术障碍? 本文研究结论有利于增强各界对关键核

心技术及其突破的整体认识和系统思考，从理论和实

践层面助力中国加快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1 关键核心技术的理论回顾与内涵辨析

1．1 关键核心技术的相关理论

技术创新理论认为，国家或产业关键核心技术障

碍的形成通常源于技术演化过程中的技术轨道刚性或

创新路径依赖形成的技术锁定，而其突破的关键是以

重大突破式创新实现越轨变道，解除技术发展禁制。
故在理论层面，关键核心技术及其突破的理论根基包

括技术轨道、技术锁定、国家创新体系与突破式创新。
1．1．1 技术演化与技术轨道

技术轨道是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演化的关键概念，

其是在技术范式规定下沿技术轨道方向发展的一种强

选择性的进化活动［7］。受到技术、经济和社会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技术轨道会形成不同类型的发展路径，包

括稳定的主路径和创新的分支路径［8］。如果沿主路径

技术轨道进行创新，往往会陷入“顺轨创新”陷阱，使

自身落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技术标准而难免成为技术

跟随者，从而容易出现核心技术被“卡脖子”问题。相

反，技术“蛙跳”学说认为通过路径创造或路径跳跃将

赋予技术后发国家超越追赶发达国家的战略机遇，即

具有相当创新积累的后发国家可以采用某些处于技术

生命周期成熟前阶段的技术，以其为起点实施技术追

赶［9］。
1．1．2 技术依赖与技术锁定

技术锁定是关键核心技术障碍的主要成因之一，

表现为一种形式的路径依赖［10］，即技术或技术系统沿

某个特定的路径向前发展。在开放创新范式下，发展

中国家更容易陷入技术锁定，原因在于发达国家为维

持技术差距和获取创新垄断利润，会通过专利、技术标

准等形式使发展中国家对自身形成长期的技术依赖。

技术锁定一旦形成，将表现为一段时间内的相对稳定

性，很难自然解锁。但是，一种普遍认可的观点认为，

通过加强对技术轨道及其演化的识别和追踪，可以尽

量避免过早陷入锁定，并及时发现新技术轨道的出

现［11］。此时，新技术轨道壁垒较低，更利于技术后发

国家通过突破式创新迈入新的技术轨道，从而突破原

有轨道的技术锁定［12］。
1．1．3 国家创新体系与突破式创新

根据技术轨道与技术锁定文献，对技术后发国家

而言，与自身技术轨道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使其有

机会利用突破式创新以开辟不同于原有的新技术轨

道。国家创新体系从国家宏观层面着眼，把创新放在

重要位置，制定中长期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和知识创新

工程，明确政府、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在激烈市场竞争

中的地位和功能，促进技术创新、扩散及运用［13］。因

此，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重点是要加快推动技术后发国

家创新体系建立并转向强调自主创新，而构建以自主

创新为主导的国家创新体系则意味着稳定可控的高水

平科技供给，这离不开突破式创新对破除既有技术壁

垒、开辟新技术轨道的支撑。
1．2 关键核心技术的内涵辨析

1．2．1 关键核心技术的概念

关键核心技术是指关键且核心的技术，或关键的

核心技术［2］; 从系统论阐释，是指在一个系统或产业链

中具有不可或缺作用的技术［14］; 从安全观视角解读，

则是指对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及国家安全产生战略性

影响的技术［15］。当前，源自产业性质、技术难易程度、
研究情境与分析视角差异，学者们对关键核心技术的

理解趋向多元化，并出现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关
键共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和新兴技术、以及国

家关键核心技术等相关表达，如表 1 所示。归纳现有

研究观点发现，关键核心技术与核心技术等相关概念

的边界范围存在差异。一方面，关键核心技术是核心

技术和“卡脖子”技术的充分不必要条件［2，14］，而国家

关键核 心 技 术 是 关 键 核 心 技 术 的 必 要 但 不 充 分 条

件［16］。另一方面，关键核心技术与关键共性技术、关

键和新兴技术虽不存在完全隶属关系但具有部分公共

集。当站在国家竞争、技术影响、实施主体等视角对关

键核心技术界定时，其内涵和外延就被相应地放大或

缩小。
1．2．2 关键核心技术的特征

除具有核心技术的一般特征外，关键核心技术还

存在自身独特性，表现在: a．从技术现状来看，关键核

心技术具有战略性、关键性、核心系统与核心部件市场

寡头垄断等特征［23］。b．从技术突破来看，关键核心技

术具有创新主体多、创新投入高、创新知识复杂性和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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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关键核心技术相关概念

概念 基本内容 观点视角 文献来源

核心

技术

具有通用、非对称、前沿、基础和颠覆性等特点的技术 引领作用
Johan 和 Carol，
1987［17］

在关键制造、新产品架构重塑、研发新产品和新功能、核心原件等方面的单个或多种技术

融合体
技术链、制造业

Seddighi 和 Mathew，

2020［18］

需长期投入的技术体系或独特技术 技术体系、高投入
张 治 河 和 苗 欣 苑，

2020［19］

“卡脖子”
技术

被国外封锁且在短时间能攻克的关键技术，或长期关系到国民经济、国家战略安全的技

术
时间维度、国家战略 陈劲等，2020［1］

关键共性

技术

实现国家重大战略的行业共性技术或知识，能优化产业链的共性技术或能促进主要产业

发展的技术集合体

共性技术、产业链、技
术集合体

Qiu 和 Cantwell，
2018［20］

关键核心

技术

基于共性技术的关键科学理论或工艺，对产业转型升级、国家安全战略、国民经济等有重

要影响

共性技术、产业升级、
国家安全

汤志伟等，2021［14］

在行业中不可替代、难以完全掌握、研发门槛高且对行业技术制高点有控制作用的技术

体系

控制制高 点、技 术 体

系
韩凤芹等，2021［21］

关键和新兴

技术
对抢占全球技术话语权与保持领导力具有战略价值的与新兴技术相关的优先技术领域 全球竞争、新兴技术 刘新等，2021［22］

国家关键

核心技术

对国民经济、军事和民生等领域竞争有重大影响的技术或技术体系，是各国努力抢占的

制高点
国家竞争、技术体系 陈锋，2019［16］

入性、核心技术突破的商用生态依赖性、突破机制的独

特性与系统性、突破过程的长周期与不确定性、突破效

果见效慢且外溢性强等特征［2，21］。c．从 技 术 前 景 来

看，关键核心技术具有科学和市场双重导向性、军民两

用性、高价值性等特征［15，24］。
1．2．3 关键核心技术的类别

关键核心技术可按照发展规律、运用领域、国家竞

争优势进行分类。从关键核心技术发展规律特征、中
国关键核心技术发展水平两个维度可将中国关键核心

技术分为集成型、攻关型、开放型和探索型［6］。基于运

用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包括蕴含于公共产品技术创新、
运用于市场产品技术创新和同时运用于公共产品和市

场产品技术创新的关键核心技术三类［24］。按照国家

间竞争视角，关键核心技术从内向外依次为瓶颈性技

术、加速器技术、保护带技术和安全性技术［25］。

2 关键核心技术的障碍剖析

2．1 关键核心技术障碍的主要表现

随着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中国科技创

新能力逐步提升，在全球创新指数中排名由 2011 年的

35 名上升至 2022 年的 11 名(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2) 。同时，中国战略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在载

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

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生
物医药等领域取得重大成果。但中国“在某些领域与

世界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

面尚未从根本上彻底改变”［19］，如已被广泛讨论的“卡

脖子”技术就有 35 项，其主要分布在以高端芯片、基础

软件、核心发动机、高档数控机床、特种材料等为代表

的诸多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
进一步，基于对中国重点产业链存在的 35 个“卡

脖子”技术领域的归纳分析发现，国家关键核心技术

障碍呈现出产业领域( 传统产业与战略新兴产业) 与

创新环节( 研究、开发、设计、制造等) 交叉分布特征。
具体而言，中国部分传统制造业与战略新兴产业的特

定产业部门在工业“四基”( 核心基础零部件 ( 元器

件) 、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 等

方面存在自主研发、设计和制造能力不足问题; 同时，

其也在自主数据系统、关键操作软件系统等方面面临

自主研发设计能力缺失的巨大挑战［3－4］。
2．2 关键核心技术障碍的国际成因

关键核心技术障碍是在国内外复杂因素共同作用

下形成。
从国际环境来看，首先，发达国家始终是历次科技

革命的科创中心与革命重地，牢牢把握关键和新兴技

术的研发与产业化，而中国虽抓住第四轮科技革命发

展机遇成功抢占部分技术赛道，但在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上缺乏前三次科技革命的必要积累，且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组织方式提

出新挑战使得其在短期内难以被掌握。其次，现行全

球价值链产业链创新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主要由发达国

家主导，中国深度嵌入其构建的科技经贸合作网络导

致对全球供应链的深度依赖性并增加自身“三链”的

脆弱性; 同时，基于维持国家竞争优势和技术领先地

位，中国在突破重大产业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方面、
从中低端向高端产业链转型过程中易受到发达国家的

联盟式封锁和遏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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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关键核心技术障碍的国内成因

从国内情况来看，在创新主体方面主要包括以下

三点: a．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以支撑关键核心技术

突破。一方面，央企掌握丰富的科技资源，但其内部创

新激励体制不够完善，对外创新辐射的引领性有限; 另

一方面，民营企业过于市场化，对关键核心技术的关注

度不高。b．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对关键和新兴技术的创

新策源作用有待深化。高校和科研院所面临的制度束

缚和利益藩篱未能从根本上改革和打破，阻碍基础研

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提升。c．产学研主体协同不够

制约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由于存在外部性、信息不完

全及由此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导致关键核心技术产

学研合作创新的过程会产生协同性障碍［15］。
在创新投入要素方面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a．创新

投入资金不足。中国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对基础科学

研究的投入不足，呈现投入强度低、投入占比低的“双

低”特征［3］。b．创新人才支撑不足。关键领域人才队

伍存在严重结构性矛盾，“帅才”“将才”和顶尖研发团

队亟待培养、引进［23］。c．创新政策刺激作用有偏。各

级政府所运用产业政策及创新政策并未真正瞄准具有

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颠覆性技术

创新或关键共性技术领域。d．制度环境与机制安排不

利于重大原始性创新。如征税体制以间接税为主且制

造业税费高、金融体系以银行间接融资渠道为主且偏

向“短平快”的投资盈利模式、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存在

滞后且地方政府执法能力较弱。
在创新链环节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a．基础科学研

究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供给与支撑不足。关键核心

领域相对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原创成果，源头

创新供给仍然不足。b．从研究到转化的关键核心技术

商用生态未建立。“重研发、轻转化”的科技评价机制

使关键核心技术在完成科技成果宣传“报喜”后，可能

因后续试验商用的高复杂性和困难性而止步于实验室

或样机阶段［23］。c．消费端对关键核心技术或产品的需

求偏好尚未形成。消费者基于自身利益诉求和国产替

代可靠性的担忧，无法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形成供

给———需求的 良 性 互 动 循 环，内 需 潜 力 无 法 有 效 转

化［4］。

3 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分析

3．1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背景与形势

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是在中美博弈的总体背景下

展开的。当前，中美博弈的核心已发展为科技冷战，并

构成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主战场，其重要特征

包括:

首先，中美博弈是全方位的持续竞争。中美已在

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外交、舆论等领域展开全

方位、常态化、持续性的博弈，其不仅事关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和美国霸权的维持，而且涉及西方和非西方

关系的根本转变和世界体系的重构，是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决定百年变局的最终

走势［26］。因此，基于竞争时间的长期性、竞争范围的

全面性以及竞争所涉利益目标的重大性考虑，中美全

方位博弈是一种“混合型”竞争。
其次，美国在国内和国际不断成立新组织持续深

化竞争。在美国国内，为对付中国而先后设立多个国

家层级的机构，包括美国国务院设立的“中国事务协

调办公室”、美国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成立的“中国

任务中心”、国土安全部、国防部成立的“中国工作组”
等，它们主要是为了在涉及地缘战略、军事安全、关键

和新兴技术等方面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并为如何对

付中国提供政策建议。在国际上，美国与欧盟成立新

的贸易和技术委员会，意图限制中国在人工智能和网

络安全领域的竞争力; 同时，与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组成“蓝太平洋伙伴”，旨在在太平洋地区形成

对中国发展的限制力量。
最后，科技竞争是中美全面博弈的焦点。美国不

断更新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欲精准遏制中国技术和产

业竞争力。2020 年 10 月美国发布《关键技术和新兴

技术的国家战略》。2022 年 2 月，美国白宫更新《关键

和新兴技术清单》。美国认为必须在关键和新兴技术

领域取得决定性优势，才能维持美国的价值观和优势

地位［22］。但是美国对所采取的技术打压行动产生的

自伤效果也非常警惕，因为中美在科技和经济领域的

关联度非常高，对中国机构的打压遏制毫无疑问也会

对美国自身的发展造成显著冲击。因此，美国在制定

相关清单或采取某些措施时力图精准，并强调会关注

影响和及时进行动态调整。
此外，综观全球，关键核心技术已成为各国重点关

注的战略资源，均在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的保护与攻

关。2022 年 2 月欧盟出台《欧洲芯片法案》强调将以

超 430 亿欧元加强半导体生态系统，提高供应弹性和

安全，并减少外部依赖的紧迫性。韩国政府则于 2021
年 12 月先后发布《国家战略技术选定、培育与保护战

略》和《全球技术霸权竞争下韩国技术保护战略》两份

文件，高度强调保护关键核心技术。
3．2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方向和重点

中国尤其重视关键核心技术及其突破问题。一方

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处在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必须加快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以科技自立自强支撑经济高质量

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高科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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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的持续提升面临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构建的全

产业链封锁问题，必须更加紧迫的推动关键核心技术

创新，打造应对外部风险的先手棋。此外，突破关键核

心技术符合科技自身的演进规律。中国科技创新经历

从二次创新、后二次创新到全面创新的动态进化过程，

必须以系统性技术突破实现创新赶超，避免陷入“技

术代差”的恶性循环。
面对国内高质量发展需求和国际科技封锁遏制的

压力，关键核心技术问题可区分为“补短板”和“锻长

板”两类。实现中国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要从这两个

维度把握其方向。首先，“补短板”问题( 主要因美国

出口管制而生) 关系到产业安全，主要包括工业“四

基”类和“卡脖子”类技术———涉及外方产品、技术( 价

格) 垄断或涉及( 目前不在外方禁售目录里但预计) 不

再售卖风险极大的产品、技术。“锻长板”则是要主动

引领，在关键核心技术、产生重大原创性成果等科学技

术方面加以巩固、保持领先地位。此外，在“补短板”
和“锻长板”过程中，要避免关键核心技术“锻长板”被

“补短板”拖后腿; 同时，要结合“补短板”类技术的战

略性、紧迫性和周期性平衡好不同技术间资源要素投

入。
具体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过程，其重点首先在于

开启关键核心技术的识别、预见及评估。在识别原则

和思路 层 面，关 键 核 心 技 术 研 判 以 独 特 性 ( 不 可 绕

过) 、具体化( 明确功能) 、可评估、可突破为总体指导，

依次从经济和政治战略安全、替代可能性、专利垄断、
产业链的垄断等步骤进行研判。在可识别的数据操作

层面，关键核心技术识别通常依托三类数据，包括专

利、论文、项目成果等信息。在可识别的方法层面，关

键核心技术识别多依赖于社会网络分析与主题建模算

法、文本挖掘与内容分析法、德尔菲调查法等。
3．3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机理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过程机理主要包含企业技术

能力跃升支撑的、核心网络构建及协同支撑的、以及创

新生态适配支撑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等。
第一，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需要正确把握其本身的

发展规律。遵循梅特卡夫定律，关键核心技术的价值

将随其集成的功能、模块、算法等点技术的数量增加而

不断提高，同时，集成难度相应增大，壁垒也更高。因

此，现阶段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要化整为零，以模块化研

发能力与整机集成能力为两大抓手，沿“关键核心零

部件研发与制造—关键核心技术与工艺集成—关键核

心产品整机自研与制造—关键核心产品数字化全面创

新能力”的创新路径［27］，实现从部件到整体的技术创

新能力飞跃和技术创新体系完善。
第二，依托主导企业技术能力跃升支撑关键核心

技术突破。首先，企业创新认知与创新战略重构。面

对“卡脖子”尴尬境地，具有家国情怀的企业家受创新

创业精神驱动重构自身“创新引领”的认知，并引导整

合高管团队创新认知，重塑企业创新战略。其次，企业

知识获取、重组与吸收速度能力强化。一方面加大外

部的知识搜寻( 深度和宽度) 与获取，另一方面加快内

部的知识内化与重组，为推进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提供

知识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吸收速度和互补资产

链接能力有利于增强知识吸收、内隐与转化速度，进而

加速企业技术积累、迭代和升级。最后，企业内部创新

管理能力与外部创新治理能力升级。由于涉及内外部

资金、技术、关键人才、研发组织等诸多创新要素，可能

产生“创新短视”“搭便车”等潜在风险，要求主导企业

重视对内部复杂庞大的企业集团的全面高效管理以及

对产业链和联盟组合的协同治理等，最终实现全面协

同。
第三，基于核心攻关网络构建支撑关键核心技术

突破。一方面，从创新链来看，主导企业作为技术创新

需求主体，在基础科学、应用基础研究上相对缺乏优

势，要广泛聚集外部创新资源和创新要素，尤其是央企

或科技型民营企业要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合作网络，

充分利用高水平大学、国家实验室、科研机构等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在源头创新、高科技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
同时，要与中小企业形成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发挥它们

在关键核心技术识别与确认、以及迅速进行场景化定

位开发的优势。另一方面，从产业链来看，主导企业需

要开发与巩固上下游合作网络。通过积极主动先与近

端易链接的上下游伙伴形成紧密链接，再与远端的潜

在伙伴形成半紧密接触，最终形成上下游联动机制，实

现产业链资源协同，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28］。
第四，立足创新生态系统相宜适配支撑关键核心

技术突破。现阶段，推进核心企业及其主导构建的创

新网络向创新生态系统发展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创新

的重要举措之一，其核心诉求在于使创新生态系统中

利益主体各尽其责，共生共长、相辅相宜，从而实现攻

关目标和价值共创。促进支持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的创

新生态系统形成应处理好: 首先，核心企业是创新生态

系统的领导者，要根据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各环节的不

同特征，分 别 与 系 统 成 员 构 建 适 配 的 多 元 耦 合 网

络［29］。其次，政府是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辅助者，在

早中后期各阶段所处地位、所起作用不同。而且，随创

新生态系统走向成熟，政府干预力度由强转弱，市场机

制的作用逐渐占主导地位［30］。
3．4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路径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障碍要从顶层设计出发，明确

突破主体及其功能定位，以有效的组织形式推进，并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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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优化配套支撑制度体系。
首先，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顶层设计。顶层

设计要从根本上定好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总任务、攻
关组织与资源、战略规划与行动纲领、以及里程碑监控

等。第一，深入制定实施面向 2050 年的“科技自立自

强战略”，全面引导、支撑国家创新体系提升、创新能

力跃升与现代化发展。第二，结合国际竞争与国家战

略需求明确关键核心技术清单，并制定关键核心技术

跃迁发展技术路线图及发展规划。第三，探索关键核

心技术分类攻关突破机制，明确现有基础和短板，按照

轻重缓急、分类支持实施关键核心技术“十年攻关行

动”。第四，完善科技竞争情报与科技安全预警监测

体系，对外追踪国际技术动态与竞争态势，对内分区

域、分产业、分领域摸排技术现状及突破进展。
其次，明确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主体及其角色定

位。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主要依托于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包括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

学、科技领军企业等，但是它们所起作用不同。第一，

坚持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体系中的第一主体地

位。一方面，尤其突出央企的引领作用; 另一方面，重

视并增加民营企业的贡献。第二，引导大学与科研院

所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清单加快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发

挥它们在基础研究主力军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方面的

策源地作用。此外，尽管政府并不是关键核心技术突

破的创新主体，但在顶层规划、完善创新激励、优化财

政科技支出以及监督评估任务效果等关键核心技术突

破中属于不可或缺角色［30］。
再次，探索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组

织形式。关键核心技术的特征决定了

以企业联盟、产学研合作等为主的传统

研发攻关模式并不适用，亟需探索适用

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新型举国体制

与企业牵头创新联合体等模式。第一，

在国家创新层面，构建和完善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要做到五个

机制坚持，包括组织领导、目标管理、组
织管理、合作竞争、奖励激励［31］。第二，

在产学研合作层面，构建适用于关键核

心技术突破的企业牵头创新联合体要

突出行业领军企业的牵头抓总作用; 同

时，要鼓励支撑科技型中小或民营企业

“揭榜挂帅”［32］。第三，在中观层面，构

建区域与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嵌合的区

域科创走廊，能够有效衔接新型举国体

制与产学研体系，最终形成企业、产业、
区域、国 家 一 体 化 协 同 的 国 家 创 新 体

系。
最后，深化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制度支撑体系，包

括创新政策、科技金融、人才培育与评价激励、对外创

新合作等。第一，建立健全长效政策体系，并加强产业

与创新政策间集成与协调，提升政策体系韧性。第二，

建立健全科技金融体制，向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提供更

精准、更大力度的专项资金计划; 同时，支持多种形式

的社会资本和资本市场参与投资。第三，改革优化人

才引培与考核激励制度。一方面，加强关键技术领域

重点人才队伍体系建设; 另一方面，设立人才特区，在

全球范围内招揽科技领军人才。此外，要健全评价激

励、监督奖惩体系，激发人才动力和活力。第四，谨慎

扩大对外开放，探索开放合作的关键核心技术发展道

路。根据技术安全敏感性和自身掌控程度，制定不同

组合下的技术对外开放合作策略［25］。

4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整合框架与未来进路

4．1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整合框架

本文从相关基础理论出发，通过“内涵外延—核

心特征—主要类别”逐层辨析形成对关键核心技术的

整体性认识; 然后，基于中国关键核心技术障碍的突出

表现，结合国际环境和国内现状深入剖析关键核心技

术被“卡脖子”的底层成因; 进而遵循“突破背景与形

势—突破方向与重点—突破机理—突破路径”的逻辑

链深入研究如何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研究形成了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整合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整合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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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未来议题

根据前文论述和整合框架，关键核心技术研究正

处于起步阶段，逐渐涌现出的文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对关键核心技术问题的理解，但仍遗留诸多具有重要

理论与实践价值的问题亟待系统探究。本文遵循管理

的“PDCA ( Plan－Do －Check－Action) ”的基本理论逻

辑，层层分解设计提出五个体系化研究方向，将“如何

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这一中心研究问题依次分

解为“如何打准”“如何打对”“如何能打”“如何善打”
和“如何稳打”，如图 2 所示。

图 2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五维”体系化研究方向

具体而言，首先，结合总体战背景，辩证分析构建

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目标体系，确保“打准”;

其次，以“杀手锏”、“卡脖子”等多维度，分类评估选择

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主攻方向和作战地图，确保

“打对”; 第三，从领导指挥体系到联合作战部队，提升

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能力建设，确保“能打”; 第四，

从激励体系到评价体系，激活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

效能，确保“善打”; 第五，从进程评估到动态调整，形

成稳扎稳打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推进体系，确保

“稳打”。

5 结 论

关键核心技术难题是现阶段中国发展过程中面临

的重大考验，如何进行系统化突破的首要前提之一是

准确理解关键核心技术，并对其整体发展格局具有清

晰的定位。这也构成本文研究的核心目标。本文从理

论文献出发，围绕关键核心技术的内涵、障碍及突破等

逐一展开分析，提出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整合框架

和“五维”体系化研究方向。整合框架促进各界对关

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深刻理解。更重要的是，“五维”体

系揭示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是一项系统工程，国家及

各相关主体要坚持以复杂论和系统论为指导，辩证思

考、设计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攻坚作战体系，以实现关

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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