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48  2021 年 . 第 36 卷 . 第 11 期

科技与社会
S & T and Society

  院刊  1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国际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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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世界各国的人口健康、经济、社会、安全等方面，以及全球化进程都产生了灾

难性的影响，同时也对全球科技发展提出了新的重大创新需求。应对世纪疫情的挑战，美国、英国、德国、

法国、日本、俄罗斯等科技强国及欧盟都不断尝试利用科技创新转“危”为“机”，积极在前沿技术、数字

经济、生物技术与生物安全、气候环境等领域进行战略布局，加快促进经济复苏。文章在介绍这些国家和地

区科技战略新动向的基础上，归纳出全球在关注前沿技术、推进数字经济、重视生物安全与生命健康、强调

保护气候环境等方面的共性战略谋划，并总结出数字化、智能化、人本化、生态化和国家化五大发展特点。

在此基础上，为我国前瞻性布局科技发展战略提出建议：摆脱疫情影响，实现科技自主自立自强；制定国家

数字经济战略，推动经济社会数字转型；关注生命健康，大力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转变发展方式，坚持生态

环境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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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世界卫生组织（WHO）2020 年 3 月 11 日宣布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至今，全球的人口健康和

经济发展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1]。全世界普遍意

识到公共卫生危机会时刻威胁公众健康与生活、国家

经济与安全、社会关系及国际关系等方面，认识到生

命科学、生物安全、数据科学、数字技术等领域对维

系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性。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加

速了科技创新的步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2021 年 9 月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II）2021》报告

指出，2020 年全球的科技创新效率显著高于过去 10 年

的平均水平。当前，科技创新环境正处于加速调整当

中，科技强国间争夺核心技术与关键产业的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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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愈发清晰，原有的科技合作规则和共识在不断被打

破。这些变化对全球科技合作网络和产业供应链等方

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此背景下，科技强国不断出台有针对性的科技

政策与举措，并在科技新战略中强调对疫情防控能力

的提升和前瞻布局科技发展重点，以谋求和强化科技

主导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坚

持创新在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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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迎来科

技事业迈向自立自强发展的历史新阶段，科学谋划未

来科技发展战略与路径，是稳步提升基础研究和原始

创新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凝聚高水平科技创新

人才队伍的基本前提，也是我国未来科技创新发展的

战略指引与基本遵循。在此过程中，了解世界各国、

特别是科技强国的科技战略动向，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本文通过总结美国、英国、德国、法国、

日本、俄罗斯等科技强国及欧盟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

行以来发布的有关科技战略，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大流

行对国际科技战略新动向的影响，归纳世界科技战略

布局及其特点，以期为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布局提供

借鉴。

1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下的世界主要经济体
科技战略新动向

1.1 美国：关注数字健康系统建设
美国虽拥有先进的卫生安全治理体系，但却未能

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 [2]。美国在 2021 财

年预算补充文件中，特别强调了继续投资数字基础

设施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在美国联邦政府  2022 财

年预算中  [3]，除了继续将人工智能、量子科技、通

信网络、先进制造和生物技术列在首要位置外，

还新增了“美国公民健康和创新”这一优先事项。

2020 年 3 月，白宫宣布建立新冠肺炎高性能计算联盟

（HPC Consortium）[4]，为研究人员提供高性能计算

资源，支持处理大量与生物信息学、流行病学和分

子建模相关的计算。2020 年 4 月，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发布《数字战略 2020—2024》[5]，旨在加

强国家级数字生态系统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安全性。

2020 年 5 月，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发

布《在 COVID-19 时代建立全球数字健康系统框架》

报告[6]，指出“数字健康”（Digital Health）能够利用

信息和通信技术提供和改善卫生服务，具有变革全球

卫生体系的潜力。2020 年 9 月，国防部发布新的《国

防数据战略》[7]和《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教训——竞

争数字人才》报告，对数字技术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

升。2021 年 1 月，ITIF 发布《美国全球数字经济大战

略》报告[8]，以确保美国继续保持在信息技术领域的

全球领导者地位。

与此同时，美国持续强化其在关键技术方面的国

际领导地位。2020 年 10 月，美国国务院发布《关键

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①，提出了促进国家安全创新

基础和保持技术优势这两大战略支柱，明确将高性

能计算、先进常规武器技术、高级工程材料、先进制

造、先进传感、航空发动机技术、农业技术、人工智

能、自主系统、生物技术、CBRN 减弱技术②、通信

和网络技术、数据科学与存储、分布式总分账技术、

能源技术、人机交互、医疗和公共卫生技术、量子

信息科学、半导体与微电子、空间技术列为关键与

新兴技术。2021 年 3 月，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

会（NSCAI）发布《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最终报

告》，建议美国国会和政府强化包括人工智能和半导

①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0 National Strategy for Critical & Emerging Technologies. (2020-10-15)[2021-04-10]. https://
nps.edu/web/slamr/-/2020-national-strategy-for-critical-emerging-technologies.

② 即对化学、生物、放射性和核威胁的减弱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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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供应链等领域的竞争力[9]。2021 年 5 月，美国众议

院科学委员会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未来法

案》，确定在未来 5 年内（2022—2026 年）将 NSF 的

预算从目前的每年 85 亿美元增至 183 亿美元，并优

先考虑资助量子信息科学、人工智能、超级计算、网

络安全和先进制造等未来产业[10]。2021 年 5 月，美国

参议院商务、科学与交通委员会通过《无尽前沿法

案》，计划在未来 5 年投入 1 000 亿美元支持人工智

能、半导体、量子计算、先进通信、生物技术和先进

能源等关键技术领域的基础研究、前沿研究、商业应

用，以及教育和培训[11]。

1.2 英国：更加注重智能制造、数据和气候变化
英国提出要建立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绿色、

更公平、更健康、更有弹性和更具创新性的未来，以

重振经济。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英国重点加大相

关药物和疫苗的研发投入力度，并支持智能制造业发

展。例如，英国研究与创新基金（UKRI）投入 1.47 亿

英镑支持制造业的数字化升级，同时支持“智能化

创新中心”建设。2020 年 7 月，英国发布《英国研发

路线图》，提出要进一步加强科学研究和创新，使

之成为应对疫情挑战的重要环节[12]。为此，英国承诺

到 2027 年将研发投入强度提升至 2.4%。同时，鉴于

地理数据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英国地质调

查局在 2020 年 7 月发布《打造数字化引领的地质调

查机构——英国地质调查局数字化战略（2020—2025

年）》，计划到 2025 年建成英国统一的国家位置数据

框架，为特定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事件提供数据支持，

以更好应对未来风险③。2020 年 12 月，英国对 2019 年

提出的《国家数据战略》④进行了调整并重新发布，

为数据的处理和投资建立了系统性框架，支持英国更

好、更安全、更具创新性地使用数据，从而利用数据

的力量来提高生产力、创造新业务、提供就业机会、

改善公共服务和促进经济发展。2020 年11月，英国首

相提出《绿色工业革命“十点计划”》[13]，旨在同步

推进环境改善和经济复兴。

同时，英国高度关注并参与全球科技竞争。2020

年 10 月，英国国防部发布《2020 年科技战略》[14]，指

出科技不仅是解决问题的手段，更是全球各国竞争的

主领域。2021 年 1 月，英国人工智能委员会发布《人

工智能路线图》，强调人工智能正逐步融入人们的生

活。预计到 2030 年，人工智能将为英国带来 10% 的国

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量，为经济复苏、环境改善

及公众生活带来巨大利益[15]。为了支持高风险的科学

研究，英国计划建设类似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

局（DARPA）的英国高级研究与发明局（ARIA），

大力促进变革性科学与技术研究。

1.3 德国：重点布局数字化、医药与气候变化相关
技术
德国为促进经济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快速复苏，重

点布局氢能源战略、人工智能战略、数据战略等的相

关技术研发，强化关键技术自主权。2020 年 6 月，德

国发布《国家氢能源战略》，总投资 90 亿欧元大力

支持绿色可持续的氢能发展，并计划到 2030 年重塑欧

洲与国际市场，在支撑德国经济发展的同时，提升对

气候变化的保护水平[16]。2020 年 12 月，德国更新其

人工智能的国家战略，强调可持续发展、环境和气候

保护、抗击流行病等内容，预计到 2025 年对人工智能

领域的投入将从每年 30 亿欧元增加到 50 亿欧元[17]。

2020 年 11 月，德国发布“宇宙与物质研究——从大数

据到智能数据”行动计划[18]，期望发掘利用基础研究

数据的巨大潜力以支撑应用研发，促进数字化基础研

究快速发展。2021 年 1 月，德国发布《联邦政府数据

③ BGS. BGS Digital Strategy 2020-2025. (2020-07-20)[2021-05-10]. https://www.bgs.ac.uk/download/bgs-digital-strategy-2020-2025.
④ UK Government. National Data Strategy. ( 2020-12-09)[2021-04-10].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uk-national-data-

strategy/national-data-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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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旨在促进数据使用和共享；尤其是面对疫情

大流行时，数据的力量能支撑更有效地对抗病毒⑤。

1.4 法国：聚焦生态转型与竞争力提升
为了解决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带来的影响，法国

政府于 2020 年 9 月制定了总投资 1 000 亿欧元的“法

国复兴”计划⑥，以支持企业升级生产模式、改造基

础设施并投资培训。其 3 个核心主题包括：① 加快

生态转型。到 2050 年在欧洲率先实现碳中和，并提

供 300 亿欧元的资金支持能源改造、工业脱碳、清洁

交通运输及农业部门转型等活动。② 提升竞争力。将

投入 340 亿欧元，升级生产设施，投资未来技术（包

括绿色技术），降低生产税，支持专业知识研究、培

训和发展。③ 提高凝聚力。为遏制不平等现象的加

剧，计划到 2030 年将投入 360 亿欧元，为法国年轻

人和弱势群体提供培训等支持。2020 年 12 月，法国

巴黎健康园区项目，支持基于健康数据和设施平台开

展未来医学研究与产学研协同创新，以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等流行性传染病对健康和公共卫生政策带来的挑

战 [19]。

1.5 日本：稳步布局数字技术与智慧社会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日本数字化、信息化延

迟的问题凸显，促使日本坚定了发展数字化市场的决

心。日本政府把“社会 5.0”（Society 5.0，亦称“超

智能社会”）作为目标社会形态[20]；“社会 5.0”是

指将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高度融合，以人工智能技术

为基础、以提供个性化产品和服务为核心、以实现经

济发展和解决社会问题相协调、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系

统。

与美国和英国一样，日本政府除了应对疫情开展

针对性的科技布局外，也着眼布局未来科技发展前

沿，将量子技术、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定为三大“战

略性科技”。2020 年 1 月，日本政府出台《量子技术

创新战略》，将量子技术作为未来 10—20 年日本国家

战略，并将量子计算机与量子模拟、量子测量/传感、

量子通信/密码学、量子材料 4 个技术领域作为量子技

术的基本技术领域[21]。

此外，日本期望在新一代通信网络的研发与推

广上有所作为。2020 年 3 月，日本开通商用 5G 通信

服务，并计划到 2023 年左右实现 5G 信号覆盖全国。

同时，日本还期望通过发展 6G 通信技术实现通信领

域的弯道超车。2020 年 4 月，日本公布《超越 5G 推

进战略》，支持企业部门大力发展 6G 通信技术，目

标是 2025 年完全掌握 6G 通信关键技术，2030 年实

现 6G 通信商用，并将日本企业在通信基础设施的全球

市场份额从 2% 提升到 30%，6G 通信技术专利全球份

额从 5.5% 提升到 10% 以上[22]。2020 年 7 月，日本发布

《综合集成创新战略 2020》[23]，对人工智能、生物技

术、量子科技和材料等基础研究领域与环境、医疗健

康、农业等应用领域进行了战略部署。

1.6 俄罗斯：立法保护生物安全、加强基础研究和
新技术开发
2020 年 11 月和 12 月，俄罗斯先后发布了《2025

年前俄罗斯联邦卫生发展战略实施行动计划》 [24]和

《俄罗斯生物安全法》⑦，其宗旨是预防生物威胁，

保障生物安全；重点建立生物风险监测系统，提高医

疗服务质量，预防疾病及危险传染病传播，促进医疗

技术与药物研发，加强国际生物安全合作。同时，俄

罗斯也积极布局新技术研发战略。例如，2020 年 8 月

⑤ German Federal Government. Datenstrategieder Bundesregierung. (2021-01-27)[2021-05-18].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
resource/blob/992814/1845634/45aee6da9554115398cc6a722aba08cb/datenstrategie-der-bundesregierung-download-bpa-data.
pdf?download=1.

⑥France Diplomacy. France Relance recovery plan: building the France of 2030. (2020-09-03)[2021-05-10]. https://www.gouvernement.
fr/france-relance.

⑦ 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О 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20-12-25)[2021-04-25]. https://docs.cntd.
ru/document/573249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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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2024 年前俄罗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领域

监管发展构想》，旨在各领域促进人工智能和机器

人技术的开发与应用⑧。作为能源输出国，俄罗斯

在 2020 年 10 月发布《2024 年前俄罗斯联邦氢能发

展行动计划》，其目的是利用新技术研发高生产效

率的出口导向型氢能[25]。2020 年 12 月，俄罗斯发布

《至 2030 年基础科学研究计划》，目的是通过发展各

领域基础研究，提升俄罗斯科研综合实力[26]。

1.7 欧盟：坚定实施绿色计划和数字战略，强调军
民融合
为促进欧盟经济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复苏，欧盟制

定了《欧洲复苏计划》⑨，旨在于 2021—2027 年间投

入 150 亿欧元支持经济复苏，进一步推进公共卫生战

略，并通过制定共同卫生政策、促进医药产业自主、

完善医疗物资储备和加强疫苗研发能力等方面，全

面提升应对重大疫情的能力。特别强调要加快生态

和数字转型，坚持通过实施绿色计划和数字战略实

现欧洲经济现代化，投资重点涵盖从 5G 通信到人工

智能，从清洁氢能到离岸可再生能源等关键领域。

2020 年 2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数据战略》[27]，

目标是确保欧盟成为数据驱动型社会的榜样和领导

者，利用数据造福社会，提升生产效率，改善公民健

康状况，同时加强环境保护，提升数据透明度和安全

性。与此同时，发布《人工智能白皮书》和《塑造欧

洲数字未来》，明确欧盟促进人工智能的战略部署，

旨在加快经济复苏并推动欧洲数字化转型。2021 年 3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2030 数字罗盘：欧洲数字十年

之路》计划，旨在构筑可持续发展的数字社会，增强

欧洲的数字竞争力，摆脱对美国和中国的数字依赖，

使欧洲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字经济地区之一[28]。此

外，为吸取疫情危机的教训，欧盟考虑建立一个大规

模风险预测中心，以确保稳健的风险评估和管理。通

过“欧洲危机地图”，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在紧急情

况下组织和分发公共数据，以便更好地为危机局势制

定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受到疫情大流行的巨大冲击，欧盟民用行业对航

空航天和防务工业的技术推动作用日益增强。为此，

欧盟在 2020 年 7 月制定了欧盟安全联盟战略⑩，强调

加强空间工业、防务和民用技术的交叉融合研究。

2021 年 2 月，欧盟委员会出台《民用、防务与太空产

业融合行动计划》[29]，致力于推动民用、防务与空间

行业融合发展，在民用、防务与空间产业之间创造协

同效应，以加快推动欧盟 27 国的技术创新。

2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以来国际科技战略的
共性布局及其特点

2.1 科技战略共性布局
从国际科技发展布局的共性角度，可将新冠肺炎

疫情全球性大流行以来国际科技战略的共性布局归纳

为 4 个方面。

（1）紧盯前沿尖端技术，前瞻布局争夺未来技术

优势。尽管主要科技强国仍处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当

中，但这些国家仍一如既往地积极布局人工智能、量

子信息等前沿技术发展，主要科技强国间围绕科技前

沿领域的竞争并未因疫情而改变。美国将基础科学研

究、5G 数字通信、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等 4 个科技领

域列为关键科技战略，特别强调了芯片技术是重要基

石。日本在量子技术、新一代通信网络（6G）建设等

高科技领域连续出台战略规划及配套政策，试图发挥

政府主导力量，加速中长期布局，强化战略竞争力。

⑧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стратегию развития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го интеллекта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30 
года. (2019-10-10)[2021-05-16]. https://www.zakonrf.info/pdf/?url=/ukaz-prezident-rf-490-10102019/&format=A4.

⑨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 The EU budget powering the recovery plan for Europe. (2020-05-27)[2021-04-10]. https://op.europa.eu/
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e0956910-a0c9-11ea-9d2d-01aa75ed71a1.

⑩ EU. EU Security Union Strategy. (2020-07-24)[2021-04-10].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2
0DC0605&fr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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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将在数字技术、量子计算、人工智能、5G通信、

网络安全等领域强化自身的数字能力，降低对美、中

等国的技术依赖。

（2）制定数字技术战略，推进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成为带动全球创新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加

速优化整合的新引擎，成为推进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

力量。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及大流行，“倒逼”各行业

加快数字化转型[30]，数字经济在疫情流行期间得到迅

猛发展。多个国家在疫情发生后都制定或者更新了相

关数字技术战略，以加强国家级数字生态系统的开放

性、包容性和安全性，推广数字技术应用，扩大数字

技术市场规模，创造数字经济新业务和创造就业机

会，改善社会服务。统计显示，2020 年全球 GDP 同比

下降 4.4% 左右，而数字经济却实现 0.5% 左右的正增

长[31]。

（3）重视生命健康，关注生物安全。新冠肺炎疫

情的暴发，让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科技强国都加大了

疫苗、药物研发等控制疫情、保障生命健康相关的研

发投资。同时，各国都提高了对现代生物技术研发与

应用规制、实验室生物安全保障、重大新发突发传染

病、动植物疫情防控、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注，以从

根本上建设各自国家的生物安全体系。例如，美国政

府率先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自 2004 年以来

不断推出关于生物安全的一系列国家战略。英国、法

国、欧盟、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也结合各自特点相继

发布应对生物战、生物恐怖、传染病疫情、实验室生

物安全、生物技术谬用等生物安全问题的国家级生物

安全战略计划。

（4）保护气候环境，增强风险抵御。新冠肺炎疫

情提醒着人类面临系统性风险时的脆弱性，气候、生

态环境恶化和生物多样性降低对人类的发展与生命安

全构成潜在威胁。因此，除了尽快克服疫情带来的破

坏性影响之外，使经济脱碳并增强对气候变化影响的

抵御能力也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当前，大多

数国家在重视经济复苏的同时，都提出了绿色复苏的

概念，追求“碳中和”迅速成为全球共识。例如，英

国将发展绿色氢经济作为提振经济的关键举措之一，

德国计划 2045 年实现碳中和，日本宣布在 2050 年实

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欧盟将推动绿色转型作为经济

复苏计划的核心之一，还有许多国家都提出了碳中和

国家目标，以便遏制全球气候变暖、提升经济增长的

韧性和可持续性。

2.2 科技战略布局的特点
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全球科技发展的长期影

响角度，各国科技战略布局呈现出五大特点。

（1）数字化。随着数字技术在疫情防控，以及促

进就业和经济复苏中的作用日益提升，世界各国都在

加速促进数字化转型；各国数字经济规模加速扩大，

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凸显。

（2）智能化。人工智能技术在疫情防控、辅助诊

疗、社会治理等应用场景方面的潜能得以有效释放；

疫情加速了人工智能技术的革新和应用，人类正加速

向智慧社会演进。

（3）人本化。疫情的暴发凸显了人类生命健康在

重大卫生危机面前的脆弱性，生物安全与生命健康成

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重点。病毒检测方法及疫苗的研发

使用，凸显了在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长期布局和

投入的价值，更加验证了科技是最重大、最长远、最

具有决定性的战略投资领域。

（4）生态化。病毒肆虐给全球生态可持续发展

敲响了警钟，即使在当今人类文明进程加速演进的时

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同价值观依然需要强化。

发展生物经济，走绿色发展道路，保护生态环境，既

符合科技发展的规律，也契合了公众对生态化发展的

诉求。

（5）国家化。科学技术在应对此次疫情大流行中

的作用得以彰显，特别是在国家间科技竞争加剧的背

景下，科技强国对政府主导科技发展并加强科技规划

ch
in

aX
iv

:2
02

30
3.

08
75

3v
1

ChinaXiv合作期刊



1354  2021 年 . 第 36 卷 . 第 11 期

科技与社会

  院刊  7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国际科技发展的影响及其启示

11  目前普遍认为，总和生育率为 2.1 即达到了生育更替水平。

与科技投入的重视度显著提高。例如，围绕数字技术

和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ITIF 指出美国政府须制定以

“数字现实政治”（digital realpolitik）为基础的大战

略，传播美国数字创新政策体系[32]、大力投资量子计

算的应用实践，从而巩固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同时保

护其国家安全[33]。

3 启示与建议

（1）大力实施科技自主自立自强战略，全面提高

国家发展弹性和韧性。新冠肺炎疫情加剧全球科技竞

争，唯有科技进步与科技自主自立自强是应对科技竞

争的根本之策[34]。科技争夺的核心抓手在于关键前沿

技术，我国唯有抓前沿尖端、抓核心关键、抓基础设

施，加强各种力量战略统筹，才能逐步增强我国科技

自主自立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摆脱全球

疫情对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影响。例如，美国已将中

国列为美国在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领域最主要的竞争

对手[35]，美国出台的《无尽前沿法案》《2021 创新与

竞争法案》等都将提高美国科技竞争力以应对“中国

挑战”作为其战略意图。鉴于此，我国要坚定坚持科

技创新核心战略；坚持开放发展、竞争发展、系统发

展、安全发展的科技发展理念；推进科技治理体系与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36]。

（2）制定国家数字经济战略，推动经济社会全面

数字化和智慧化。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新一代数

字信息技术在助力科学防控、精准施控、维护经济和

社会运行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也加速了我国

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37]。未来，全球科技强国

竞争的主战场之一是新技术支撑的数字经济。当前，

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异军突

起，我国需要坚定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

区块链等前沿数字技术创新发展与数字产业化应用，

打造数字产业集群，立足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全

局，进一步激发数字经济新动能，加速经济社会数字

化转型。

（3）以国家人口民族与生命健康为核心，大力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我国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重大战略成果。2016 年《“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实施，其核心在于大幅提高健康水平，显著改善

健康公平。这就要求全面改善医疗服务水平，优化医

疗卫生流程和健全医疗保障体系，同时加强影响健康

的环境问题治理，提升对生物安全风险的防御能力。

此外，我国还应高度关注人口增长显著放缓及老龄化

问题。已有研究表明，大多数国家的生育率都将持续

走低，并将低于人口更替水平（生育率 2.1）11，人口

减少将导致国家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发展、劳动人口

及移民政策发生巨大变化[38]。可见，加快推进生育政

策改革，提高人口生育率，保持合理的人口增长率，

特别是劳动人口数量维持在相当规模，减缓社会老龄

化，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长久发展至关重要。

（4）以国家生态安全为导向，坚持生态环境绿色

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给人类的

最大警示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本身是地球自然

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没有地球的生态安全，就没有

人类的安全；没有国家的生态安全，就没有人口的健

康安全。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有人类的未来。

为遏制地球气候变化和保护生态环境，人类必须尽早

实现碳中和战略目标，而这就要求大力发展新能源技

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我国需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过程中保持绿色、包容、持续发展的

战略定力，坚持推广绿色生产方式、倡导绿色生活方

式、树立绿色消费方式、提高全民绿色生活意识，从

（3）以人民生命健康和国家合理人口增长为核

心，大力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我国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重大战略成果。2016 年《“健康中国 2030”规划

纲要》实施，其核心在于大幅提高健康水平，显著改善

健康公平。这就要求全面改善医疗服务水平，优化医疗

卫生流程和健全医疗保障体系，同时加强影响健康的环

境问题治理，提升对生物安全风险的防御能力。此外，

我国还应高度关注人口增长显著放缓及老龄化问题。已

有研究表明，大多数国家的生育率都将持续走低，并将

低于人口更替水平（生育率 2.1）11 ，人口减少将导致国

家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发展、劳动人口及移民政策发生

巨大变化[38]。可见，加快推进生育政策改革，提高人口

生育率，保持合理的人口增长率，特别是劳动人口数量

维持在相当规模，减缓社会老龄化，对一个国家和民族

的长久发展至关重要。

（1）大力实施科技自立自强战略，全面提高国家

发展弹性和韧性。新冠肺炎疫情加剧全球科技竞争，

唯有科技进步与科技自立自强是应对科技竞争的根本

之策[34]。科技争夺的核心抓手在于关键前沿技术，我

国唯有抓前沿尖端、抓核心关键、抓基础设施，加强

各种力量战略统筹，才能逐步增强我国科技自主创新

能力，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摆脱全球疫情对我国科

技创新发展的影响。例如，美国已将中国列为美国在

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领域最主要的竞争对手[35]，美国

出台的《无尽前沿法案》《2021 创新与竞争法案》等

都将提高美国科技竞争力以应对“中国挑战”作为其

战略意图。鉴于此，我国要坚定坚持科技创新核心战

略；坚持开放发展、竞争发展、系统发展、安全发展

的科技发展理念；推进科技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36]。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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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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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Worldwide and Its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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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catastrophically affected the economy, society, security, and health around the world, and it 

has also put forward the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ince then,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Germany, France, Japan, Russia, and European Union, have tried to solve the “dangers” and 

seek the “opportunities” by applying and develop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refore, these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e ambitious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ategic arrangements in digital economy, cutting-edge technology, biosafety,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accelerate economic recovery.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new trend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ategies in these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common strategic layouts on paying attention to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advancing the digital 

economy, focusing on biosafety and health, and emphasiz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which shows five features, 

as digital, intelligent, human-oriented, ecological and national. Thus, we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China’s forward-looking strategic 

layou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getting rid of the impact of the pandemic with the self-reliance and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mulating a data strategy to promote economic and soci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cusing 

on life and health to vigorous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China; changing the development mode and persisting green 

development on ecology.

Keywords      COVID-19,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ategy, policy, international pattern, digit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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