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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不少代表委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应强
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完善科技项目和创新基地
布局。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工程，深入谋划推进“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
目”，改革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方式，推广“揭榜
挂帅”等机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
士、航空工业科技委副主任樊会涛说：“这为科
技创新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争取多承担‘科技创
新 2030—重大项目’，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打造航空领域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集成电路产业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
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也是中国当前需要重
点突破的“卡脖子”领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
院院士邓中翰在提案中建议，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支持集成电路产业
创新发展，通过标准引领实现芯片自主创新和

“垂直领域创新”，进而在关键核心领域实现突
破，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

原创性和引领性科技攻关对于强化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意义重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
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徐旭东说：“我们必须持之
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
关。中国的发展不仅受益于人类科技成果，也要
为人类贡献新的科学思想，带来新的技术产品。”

全国人大代表、航空工业特飞所高级主任设
计师张金华介绍，由该所自主研制的民用载人飞
艇 AS700， 预 计 将 于 2021 年 下 半 年 实 现 首 飞 。

“AS700 载人飞艇的成功研发和投入使用，将有效
缩短中国与国外先进的载人飞艇设计和制造技术
的差距，提升中国在国际浮空飞行器领域的核心
竞争力。”

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站在“十四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完善
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我们应该怎么做？

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宋鑫认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及产
业变革加速发展，将彻底改变绿色产业的生态
环境和运行方式，关键技术创新和产业链整合
将成为企业争相角逐的赛场。

创新优化产业链。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凯盛科技

集团董事长彭寿认为，工信部加速批准建设国家
制造业创新中心，支持探索建立多元化、战略性
创新体制，提升创新链支撑能力，这将进一步增
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根植性和竞争力。
他建议，鼓励引导上下游企业开展全产业链协
同，加大支持关键材料在下游的认证和应用，对
下游导入企业给予资金补贴，实现“好材能用、
好材敢用”，打通从材料研发到终端应用的“最后
一公里”。

进一步优化知识产权执法体系和运行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何志

敏认为，当前亟需建立和完善分层次、多元化的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保护体制和运行机制。通过省
市县三级执法协作，发挥不同层级行政机构和执
法队伍的优势，形成合力，共同做好知识产权行
政执法工作。

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对企业增强
科技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全国人大代表、
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说：“时不我待，企业要
狠抓科技创新，以技术引领未来发展，加强研发
突破和数字技术应用，有效赋能智能制造和智
能服务。”

培养造就高水平人才队伍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需要拥有一批专
业技术过硬、富有进取精神的科技人才。

“科技自立自强，人才支撑很重要。”全国人大
代表、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袁玉宇建议，应当丰富人才评价标准，培养产业
链关键技术人才，建立起对基础研究、应用基础
研究、产业转化研究一视同仁的人才评价机制。

如何给予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全
国人大代表、中国电科国睿集团公司董事长胡明春
认为，推广“揭榜挂帅”等机制，实行以增加知识价
值为导向的激励机制，实施突出科学精神、能力和
业绩的分类考核评价方式，更好地激发人才的创新
创业热情，在重大科技工程实践中锤炼青年人才。

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刘庆峰认为，后疫情时代，人工智能迎来前所
未有的重大机遇，应重视系统性创新能力，培养
具有科学洞察力和市场洞察力的复合型人才，让
有科学家思维的企业家和有企业家思维的科学家
在企业的舞台上碰撞。

高等教育如何培养更多科技人才？全国政协
委员、南通大学校长施卫东指出，高等学校应从
自身体制机制改革入手，布局基础研究，加大对
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建立有利于激励原始创新
的评价机制，加强与科研机构原始创新合作，集
中培育一批原始创新研究基地和科研团队，进一
步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研
究员周玉梅说，中国自主芯片已在北斗卫星、超
级计算机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集成电路产业取
得了长足进步，但跟世界先进技术相比仍有差
距。希望有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到集成电路产业，
针对关键问题、‘卡脖子’问题下大力气。”

代表委员热议政府工作报告

科技创新，破解“卡脖子”难题
本报记者 严 冰 杨俊峰 徐 靖 徐佩玉 孙亚慧

过去一年，中国科技创新成果不凡。从“天问”探火到北斗组网，从“嫦娥”奔月到万米深潜……
新装备、新纪录层出不穷，一项项前沿科技成果引起全球关注。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更好发挥创新驱动发展作用。”参加全国
两会的代表委员认为，“十四五”时期，中国科技创新大有作为。下一步，应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完
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奋力突围破解“卡脖子”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国铁集团董事长陆东福——

让铁路高质量发展惠及百姓

大国之治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
持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推
广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相关举措。

这就需要在体制机制改革上下功夫，完善国家科
技创新体系顶层设计，解决创新资源碎片化、企业创
新能力和创新意愿割裂等问题，夯实科技自立自强的
根基。

建议明确各类科技创新平台的角色定位，分层布

局、分类管理，避免过度的功能重叠。控制增量，激
活存量，解决创新平台过度碎片化问题。

此外，应鼓励国企、央企增加研发投入，同时加
大对私企、民企研发投入的政策倾斜。强化市场牵引
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建设，补齐国家科技创新体系
中的缺口和短板，鼓励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政产学研
协同创新机制，切实扭转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现象。

（本报记者 韩维正采访整理）

国是之窗国是之窗

铁路是国家重要交通基础设施和重大民生工程。
“十三五”期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增加到14.63万

公里，其中高铁增加到3.79万公里，“四纵四横”高铁网
提前建成，“八纵八横”高铁网加密成型，建成了世界上
最现代化的铁路网和最发达的高铁网。

此外，铁路客运不断推出电子客票、刷脸核验、
在线选座、网上订餐等便民利民措施，落实老年人和
脱网人群服务保障措施，使“坐着高铁看中国”成为

人们享受美好旅行生活的真实写照。
“十四五”时期，铁路建设任务仍十分繁重，在

建、已批项目规模为3.19万亿元；到2025年，全国铁
路营业里程将达到17万公里左右，其中高铁 （含城际
铁路） 5万公里左右，铁路基本覆盖城区人口20万以
上城市，高铁覆盖98%城区人口50万以上城市。铁路
部门将更加努力地推动高质量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
惠及百姓。 （本报记者 严 冰采访整理）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忠范——

着力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

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的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的““中国天眼中国天眼”（”（20202020年年11月月99日拍摄日拍摄）。）。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欧东衢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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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参观者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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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400AF 动 车 组
在重庆亮相。

新华社记者
唐 奕摄

▶▶20202020 年年
33 月月 1010 日日，，中中
国科学家研发国科学家研发
的六项呼吸道的六项呼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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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试剂盒。。

蒋文杰蒋文杰摄摄
（（人民图片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