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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保定市满城区，一辆智能市域动车

组列车正在试车线上调试。“这是我们的最

新产品，设计时速达 200 公里，采用全自动驾

驶技术，多项性能参数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河北京车轨道交通车辆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钱兆勇说。

河北京车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一个

创新项目。京冀两地联手，北京市基础设施

投资有限公司在保定设立河北京车，采取

“北京研发+河北制造”模式——京投装备技

术研究院作为研发平台，河北京车作为研发

成果转化生产基地。河北京车已累计生产

下线 17 种新车型，2023 年产值达 13.5 亿元。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2023 年 5 月 主 持 召 开

深 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指出：

“京津冀作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三大

重要动力源之一，拥有数量众多的一流院校

和高端研究人才，创新基础扎实、实力雄厚，

要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在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河北着力完善协同创新体系，构建产

学研协作新模式，不断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

转化效率和比重，推动高质量发展。

畅通渠道，加快推进“京津研发、河北

转化”——

河 北 加 强 与 京 津 高 校 、科 研 院 所 对 接

协作，搭建技术转移平台和中试熟化基地，

让京津富集的创新资源和科技成果加速在

河北孵化转化；积极推进河北·京南国家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推动政策先

行先试；建成省级以上技术转移服务机构

168 家。

2023 年，河北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

达 810 亿元，是 2014 年的 12 倍；京津专利技

术在河北转化 1339 次，同比增长 74.74%。

携手京津，合力攻关共性技术难题——

对接企业实际需求，河北引入京津等地

科研资源，与省内 11 家产业技术研究院构建

产学研协作新模式，已攻克 30 多项关键共性

技术难题。

走进位于邢台市临西县的河北省轴承产

业技术研究院研发基地中试车间，“工业机器

人减速器”研发课题组的几名技术人员正在

优化新产品轴承精度。

临西县轴承产业已有约 50 年历史，但工

业机器人减速器轴承生产起步晚，一度发展

较慢。如何破题？河北科技部门引入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与河北省轴承产业技

术研究院共同攻关。2023 年，双方联合研制

出工业机器人活齿架减速器专用轴承。“新产

品具备高承载能力、高精度、高刚度等特点，

一套轴承可替代现有的多套轴承，能大幅降

低生产成本。”中试车间主任郭金亮介绍。

创新联动，不断深化产业协作——

仅几秒钟，电脑屏幕便显示出受试物核

酸浓度……在位于京南·固安高新区环保产

业园的国科赛赋河北医药技术有限公司里，

一批来自京津的创新药物正在试验和检测。

生物医药是河北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

近年来，京津冀联合绘制首批 6 条重点产业

链图谱，涵盖生物医药、氢能、网络安全和工

业互联网、高端工业母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

汽车、机器人领域。

为促进区域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深度

融合，河北省推动组建机器人产业联盟，成员

单位包括中关村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有限公

司 、唐 山 百 川 智 能 机 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等 。

2023 年，河北机器人企业达到 235 家，主营业

务收入 102.9 亿元，同比增长 57.1%。

创新联动，助推河北钢铁等传统产业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步伐加快，生

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迅

速成长。2024 年一季度，河北省规模以上工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3%，规

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

“我们将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

任务，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机遇，努

力把京津科技和产业溢出效应承接好，在对

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奋力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河北省委书记

倪岳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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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5月19日电 （记者吴秋余）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我国绿色贷款保持高速增

长，截至一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

33.77万亿元，同比增长 35.1%，高于各项

贷款增速 25.9 个百分点，一季度增加

3.7 万亿元，季度增量创历史新高。其

中，投向具有直接和间接碳减排效益项

目的贷款分别为 11.21万亿元和 11.34万

亿元，合计占绿色贷款的 66.8%。

分 用 途 看 ，基 础 设 施 绿 色 升 级 产

业、清洁能源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贷款

余额分别为 14.57 万亿元、8.72 万亿元

和 4.79 万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1.4%、

39.4%和 34.4%，一季度分别增加 1.48 万

亿元、8536 亿元和 5757 亿元。

分行业看，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绿色贷款余额 7.89万亿元，同比

增长 31.3%；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绿

色贷款余额 5.62万亿元，同比增长 16%。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制图：蔡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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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数据 新看点

4 月中旬，在吉林大学遴选资助项

目评审会现场，由企业、投资机构、专家

等组成的评审团队热烈讨论 40 多个初

选项目，研判科创能力、市场前景、商业

潜力等。这是吉林省长春市与吉林大

学共建的吉林大学概念验证中心举办

的一场活动，遴选出的优质项目将得到

全方位服务。

在长春，有高等院校 49 所、独立科

研机构 83 家，在校大学生近 60 万人。

如何更好地将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

2023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

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构建

具 有 东 北 特 色 优 势 的 现 代 化 产 业 体

系。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根基在实体经

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长春市克服难点、打通堵点，

着力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推动

科教资源赋能产业发展。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

理研究所在光电领域拥有多项前沿技术

成果。“长春市为光机所‘量身定制’了产

业园区，打造‘光学+制造’‘光学+医疗’

产业集群。”长春光电信息产业园负责人

王胜楠说，一批企业在此快速成长。

政 产 学 研 协 同 ，地 校 院 企 携 手 。

2023年，长春市政府联手高校、科研院所

成立科技成果转化战略合作委员会，筑

牢人才“蓄水池”、建强创新“策源地”、打

造转化“生态圈”，协同打造合作平台载体。

吉林大学与长春新区共建吉兴产业

园，主要承接吉林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

长春理工大学与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共建芯光产业园；中国科学院长

春光机所与长春新区共建长智光谷产业

园……截至今年 2月，长春首批合作共建

的 8个科技产业园区已有 5家正式运营。

聚焦科技成果转化，长春市去年以

来 组 建 4 个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专 班 ，走 进

高 校和科研院所发掘适合本地转化项

目 300 余项。“靠前服务、主动服务，以

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长春市科技

局局长于柏生说。

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靳立强教

授团队自主研发的自动轮智行底盘技

术，就是成果之一。在政府大力支持

下，靳立强的公司成功落地长春市高新

创投产业园，实验室成果走向市场。

走进长春市麦迪克智行汽车科技有

限公司，在工作人员操控下，两侧车轮内

扭，样品车原地转圈。 （下转第四版）

政产学研协同 地校院企携手

长春推动科教资源赋能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汪志球 孟海鹰 门杰伟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强调：

“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一手抓

深化国企改革、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

的国有企业，一手抓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壮大、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

经营主体是经济运行的细胞，亿万

经营主体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活

力源泉。截至 2023 年底，我国登记在

册经营主体达 1.84 亿户。如何激发各

类经营主体活力？市场监管部门将在

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

护等方面落实一批举措，减轻经营主体

负担，促进经营主体发展壮大。

在市场准入方面，市场监管总局登

记注册局副局长陈同庆介绍，今年将以

修订后的公司法实施为契机进一步完

善 市 场 准 入 制 度 。 便 利 企 业 跨 区 域

迁 移，明确企业异地迁移可以直接到

迁入地办理变更登记，探索将迁移申

请、调档、登记等多个环节整合为迁移

变更登记一个环节，推动实现“一次申

请、一次办结”。同时，持续提升市场退

出便利度，依托企业注销“一网服务”平

台，建立与人社、海关、税务等多部门

协同工作机制，推动高效办成企业注销

一件事。

在要素获取方面，今年市场监管总局

将进一步完善公平竞争制度规则，深入

开展整治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突出问

题，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

雷说：“进一步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堵

点卡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畅通流动，

保障经营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持续

释放市场潜力，激发内生增长动力。推动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尽快出台，增强公平

竞争审查制度正向激励和监督约束。”

在公平执法方面，市场监管部门要

转变执法理念，既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执法，依法惩治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利益

的各类违规违法行为，也要注重情理法

结合。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副局长

缪丹说：“对于轻微违法行为、首次违法

等，指导各地依法推进轻微免罚、首违

不罚、建立不予行政强制措施清单，探

索构建‘预防为主、轻微免罚、重违严

惩、过罚相当、事后回访’的服务型执法

模式，传递法治的温度，实现政治效果、

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在权益保护方面，今年将进一步加

大知识产权执法力度，组织开展“守护

知识产权”专项执法行动。缪丹介绍，

将围绕助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加大民

生商品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围绕支持更

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外商投资领域知

识产权执法力度；加大品牌商标、地理

标志、商标专利申请代理、新兴产业知

识产权等领域执法力度。

如何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
本报记者 林丽鹂

政策问答·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

走企业，看高质量发展
2022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

考察时来到极米光电有限公司，强调

“推进科技创新，要在各领域积极培育

高精尖特企业，打造更多‘隐形冠军’，

形成科技创新体集群”。

加力研发创新，做强自主制造，拓展

海外市场，极米连续多年成为我国投影

机市场出货量和销售额领先的品牌，去

年极米出货量居全球家用投影市场前列。

加力研发创新，提升
用户体验

曾经，投影仪价格较贵、使用不便，

大多用于办公和教育。瞄准市场需求，

推动投影仪走进千家万户，极米开启了

“追光”之旅。

更轻薄的机身、更优质的画质、更

便捷的操作系统，这是极米研发团队设

想的投影仪。2014 年极米成立光学实

验室，瞄准了关键的光源技术。“只有取

得底层技术的突破，才能支撑起产品创

新。”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

波说。

采用双光路设计，投影行业 LED 光

源的亮度得到提升；自主研发具备画幕

对齐、智能避障、墙面颜色自适应等功能

的鹰眼感知系统，让投影仪实现“开机即

用”……极米凭借自主创新，2018 年成

为中国投影机市场出货量领先的品牌。

轻声“唤醒”投影，原本空旷的墙面

上便多了一扇“窗”，树叶随风拂动；关闭

房间灯光，投影画面随之变化明暗……

“我们的最新产品使用自主研发的激光

融合光学架构和全自动光圈，不仅让激

光更接近自然光谱，还能根据环境光自

动调节亮度。”极米研发总监陈怡学说。

以科技创新提升用户体验，是极米

开拓市场的关键。为规避普通三色激

光投影散斑和彩边重影问题对视觉舒

适度的影响，极米放弃了开发完毕的原

型机，顶住压力寻找新路。“更好满足消

费者需求，意味着企业不能守着旧技

术、停在‘舒适区’。”陈怡学说。

2021 年 以 来 ，极 米 研 发 投 入 累 计

超 10 亿元，研发团队规模拓展到超过

600人。研发人员以“宽光谱+窄光谱”光

源技术路线为思路，不断调整光源“配

方”，经过一年多努力，自研混合光源技

术，提升了观影体验。 （下转第四版）

极米以科技创新提升用户体验

自主研发制造自主研发制造 彰彰显发展优势显发展优势
本报记者 张 帆 李凯旋

5 月 18 日，杭（州）温（州）高铁启动联调联试，进入工程验收关键阶段。杭温高铁线路全长 260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里。

线路建成运营后，对于完善区域路网结构、便利群众出行、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图为当日杭温高铁检测列车驶出山星岩隧道。 吴杰琛摄（新华社发）

5 月 12 日凌晨 5 点多，山东青岛西

海岸新区海西湾，一个红蓝配色的“大

碗”迎着晨光，离港启运。此刻，几公里

外，我国最大的半潜工程船“新光华号”

正“翘首以盼”，等待“大碗”的到来。

“大碗”名叫“海葵一号”，是亚洲首

艘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该装

置集原油生产、存储、外输等功能于一

体，被网友们昵称为“超级能源碗”，也

是完全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海上油

气加工厂。

离港前，记者走进“大碗”，国之重

器切实可感。

“碗”有多大？“‘碗口’直径超 90米，

300人围起来才能环抱一圈，最高处 61米。

主甲板面积相当于 13 个标准篮球场，

总重约 3.7 万吨，最大排水量 10 万吨。”

中国海油海油工程“海葵一号”加工设

计经理陈品介绍。

“碗”里有啥？“碗”内有 41个独立舱

室，大小不一，功能各异，分别承担压载、

储油等不同任务。“碗”上共装载电气、动

力等八大功能模块，集成 713 台关键设

备，电缆总长可绕北京五环路 5圈还多。

“碗”有多强？它的最大储油量达

6 万立方米，每天能处理近 6000 立方米

原油，可供 90 万辆小汽车使用。设计

寿命 30 年，可连续运行 15 年不回坞。

以往，海上油气加工厂多设计为船

型结构。“海葵一号”为何设计为碗状？

“相较传统的船型，圆筒结构钢材用量

少、整体稳定性好，能更好抵御深水油

气开采所面临的复杂海况。”中国海油

海油工程流花油田总包项目经理舒伟

介绍。

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因集成程度

高、建造难度大，被誉为海洋工程领域

“皇冠上的明珠”，而圆筒型浮式生产储

卸油装置，则被业界看作是“明珠中的

明珠”。

“圆筒型船体均为异形分段，各分

段之间重量重心、安装精度相互制约，建

造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就是精度控制。”

舒伟说，“90 多米直径的船体，合拢后主

尺度公差必须控制在 25毫米以内，仅有

一枚 1 元硬币的大小。”

创 新 采 用 高 精 度 坐 标 控 制 网 、三

维 模 拟 搭 载 等 数 字 化 先 进技术，项目

团队搭建了精度“全覆盖天网”系统，全

天候、无死角对各分段进行实时位置监

控 ，实 现 船 体 合 拢 一 次 就 位 成 功 率

100%，精度控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目前，“大碗”正运往位于南海的我

国首个深水油田流花油田，将与亚洲第

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共同服役。

中国海油深圳分公司流花油田开

发项目副总经理张宁介绍，“圆筒型浮

式生产储卸油装置+深水导管架平台”

的联合开发模式，可大幅提高采收率，

将油田生产寿命延长近 30 年，开发成

本则降低近 10 亿元，为我国深水油气

田经济高效开发提供新选择。

（刘伟参与采写）

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日前启运—

“海葵一号”助力油气开发挺进深水
本报记者 侯琳良 李 蕊

“海葵一号”从青岛西海岸新区海西湾离港启运。 张进刚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