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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多层次战略布局

这份由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
究院发布的报告，从科技创新环境、
科技活动投入、科技活动产出、高新
技术产业化和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等 5 个方面选取系列指标，对全国及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科技创新水
平进行测度和评价。

《报告》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创新发展的区域格局发生了深刻变
化，逐步形成了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
的多层次战略布局，协同创新体系持续
优化，创新体系效能快速显现。

根据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全
国 31 个地区可以划分为创新领先地
区、中等创新地区和创新追赶地区 3个
梯队。其中，第一梯队的上海、北
京、天津、广东、江苏和浙江，综合
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值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创新能力强劲；第二梯队为综合
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值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但高于 50 分的地区，包括重庆、
湖北、陕西、安徽、山东、四川、湖南、辽
宁、福建、江西、河南、宁夏、吉林、河北、
黑龙江、山西、甘肃、广西、贵州、海南和
内蒙古 21 个地区，比 2012 年增加了 14
个地区；第三梯队为综合科技创新水
平指数值在 50分以下的地区，包括青
海、云南、新疆和西藏 4 个地区，比
2012年减少了14个地区。

与此同时，报告指出，北京、上
海、粤港澳大湾区科创中心引领地位
进一步强化，辐射带动京津冀、长三角、
泛珠三角等区域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

重大战略区域带动引领

在距北京 200 余公里的河北省沧
州市渤海新区，北京·沧州渤海新区生
物医药产业园在国内首开“企业在河
北、监管属北京”跨区域监管体制的先
河，目前，已汇聚了京津冀地区众多知

名药企。
河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龙

奋杰表示，2022 年以来，河北深化与
科技部和京津地区对接合作，推进协
同创新各项重点任务落实落地，在重
大创新平台建设、京津科技成果转化
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国家超级
计算天津中心，天河应用研发首席科
学家孟祥飞正在为新一代百亿亿次超
算的应用研发忙碌着。他表示，新一
代超级计算机已经成为京津冀地区科
技和产业发展的利器，每天超过1.5万
项计算任务在这里执行，其中2/3来自
京津冀地区。近年来，在京津冀协同
发展战略的引领下，京津冀地区科技
创新重大生产力布局优化，优势互
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
土空间体系正在形成。

《报告》显示，京津冀协同创新共
同体建设效果显现。北京加快建设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2022 年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达到
86.2分，比上年提高1.6分，综合排名全
国第 2位；天津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比上
年提升 1 位，重回前三甲行列；河北科

技意识指数、科技活动产出水平指数
和环境改善指数排名均向前提升2位。

与此同时，“长三角”地区、粤港
澳大湾区和长江经济带的科技创新也
表现突出。《报告》显示，“长三角”在
上海的引领下已成为国内最具竞争力
的区域共同体，开放创新水平不断提
升；粤港澳大湾区逐步搭建起“两廊”

（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广珠澳科技创
新走廊）、“两点”（深港河套创新极点、
粤澳横琴创新极点） 的框架体系，扎
实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已成
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科技集群。

协同创新打破边界限制

近日，“2022 年沪港合作与发展研
讨会”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以视频会议的
形式举行。2021 年 8 月，香港创新科
技署与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签署

《沪港创新及科技合作备忘录》。一年
多来，沪港两地在科技创新领域合作
日益密切，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生物医
药等尖端领域不断加深合作，高等院
校、科研机构、企业联合研发相关项目
成果不断涌现。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德忠说，
在科创领域的合作中，沪港两地可以
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充分把握“长三
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等重大
机遇，积极探索重大科技项目联合攻
关，国际化科技专利交易与市场转
化，创新人才培育与交流，科技金融
与创投资本融通等多领域、多层面合
作，更好地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

区域科技创新的合作，正在打破
行政边界的限制。2021 年，中国对科
学技术进步法进行修订，其中新增了

“区域科技创新”一章，提出国家重大
战略区域可以依托区域创新平台，构
建利益分享机制，促进人才、技术、
资金等要素自由流动，推动科学仪器
设备、科技基础设施、科学工程和科
技信息资源等开放共享，提高科技成
果区域转化效率。这为重大战略区域
的科技创新一体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对此，《报告》指出，未来，要加
快区域科技创新体系能力建设，强化
科技创新中心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
的核心地位，提升区域间协同创新的
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发挥区域创新在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中的重要作用。

机器人搭载着特斯拉自动驾驶技
术和神经网络技术，未来可以服务千家
万户；炫酷的 3D 数字技术带你“穿越”
到宋朝街景中拍张个人写真；给挖掘机
装上“数字心脏”，像“玩游戏”一样远程
操控……在浙江杭州举行的首届全球
数字贸易博览会上，记者近距离感受了
数字技术发展的澎湃动能。

数字让生活更智能

机器人正逐渐成为人们的助手，烹
饪美食、修剪草坪、照顾老人……这一
幕或许将不再是科幻电影里的场景。
在数贸会现场，来自特斯拉的类人机器
人一亮相，便吸引众多观众驻足打卡。

特斯拉现场工作人员解云介绍，特
斯拉机器人通过最为核心的“大脑”、发
送指令的神经网络等技术，已能完成行
走、上楼梯、下蹲、拿取物体等动作，既
能承受约半吨的重物，也可完成轻薄物
体抓取、操作机械装置等高精度动作，
预计将在3至5年内实现大规模量产。

首届数贸会以“数字贸易 商通全
球”为主题，汇聚了境内外800余家数字
贸易头部企业，现场展示包括汽车自动
驾驶、数字影棚、人形机器人、智能座
舱、智慧交通等在内的诸多数字化新技
术、新产品。

数字让产业更具韧性

通过手柄、电脑远程遥控，无人驾
驶的挖掘机可以在零下20摄氏度、4000
米海拔的低温缺氧环境中作业……展
会现场，网易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网
易伏羲与中建八局联合研发的挖掘机
器人，正在四川理塘参与西南重点基建
项目建设。通过远程客户端就能完成

“点哪挖哪”、一键倒土、一键刷坡、一键
装车等游戏化操作。

据介绍，高原施工遇到隧道、悬崖
的施工环境可能出现侧翻、坍塌等事
故，在效率提升的同时，挖掘机器人大
大改善了工人的工作环境。

“在数字时代，研发服务、数据服
务、商务服务、营销服务、售后服务等，
都在快速地以数字化的形态出现。”中
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江小涓认为，数字
化的售后服务以远程服务来替代，这是
产业化保持韧性的一个表现。数字化
平台则可以帮助很多企业接链和补链。

她举例说，一家大型工程设备生产
企业在全球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设
备在运作，一旦发生故障无法抵达现场
维修，可借助数字化把售后服务线上
化。“科技人员不需长途旅行，通过 5G
设备与当地联系指导维修，这就是知识
和技术跨界流动的数字化体现。”

数字让国际合作更深入

“过去，柬埔寨龙眼种植农户时常
遇到滞销问题。”柬埔寨驻上海总领事
谢志君在数贸会上说，“很高兴通过世
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合作，柬埔寨
龙眼能够上线中国电商平台，数字化平
台为我们打开了销售新天地。”

数字贸易正成为我国加快建设贸
易强国的“新引擎”，也为世界经济复苏
与全球贸易增长注入了新动能。数贸
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数字
服务贸易总值 2.3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4%。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服务贸易
额达1.2万亿元，同比增长9.8%；其中数
字服务出口6828亿元，增长13.1%。

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运用成就
了更多国际友好合作的佳话。尼泊尔
在几年前的一次强烈地震中，大量珍贵
文物古迹遭到严重损坏。此后，浙江大
学团队用数字化方法记录和再现加德

满都杜巴广场九层神庙的修复过程。
“这是尼泊尔工匠运用传统工艺在

雕刻，包括如何清洁和运用工具；这是
复建塔楼的三维模型……”展会现场，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志
荣展示了一份别具意义的资料——高

清图版、视频以及三维点云数据，这些
均采集自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文物
修复现场。

“九层神庙援建工程见证了中尼两
国人民友好文化交流，期待这份数字档
案成为两国的共同财富。”李志荣说。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

中国区域科技创新亮点多
立 风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

中国区域科技创新亮点多
立 风

本报电（记者龚仕建） 近日，首届上合组织国家农业大学校长
论坛暨科技创新发展论坛在位于陕西杨凌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举
行。论坛主题为“上合组织农业教育科技合作：机遇与挑战”，来自
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上合组织国家20余所农业大学校长及
科研机构负责人参会。论坛围绕创新未来农业人才培养模式、区域
农业科技协调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上合农业基地落户杨凌3年以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已完成组建
上合现代农业发展研究院、筹建上合国际联合实验室、加入上合组
织大学等重点任务，在哈萨克斯坦等上合组织国家建有8个农业科技
示范园，牵头成立涉农高校联盟。学校明年将举办上合组织国家大
学生农业创新创业大赛、上合现代农业系列工作坊等活动。此次论
坛为今后加快推动上合组织教育合作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据新华社电（记者邢建桥） 中国中车旗下中车时代电动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 （中车电动） 制造的自动驾驶大巴客车近日在法国
巴黎市郊完成各项调试，准备正式开始载客运营。

这 款 自 动 驾 驶 大 巴 客 车 是 中 车 电 动“ 新 巴 客 ”城 市 系 列
C12AI，于 2020年完成设计。车身长约 12米，以智能驾驶、智能
动力、智能互联为依托，可全方位实施人、车、路动态信息实时
交互。该客车计划近期在巴黎大众运输公司其中一条线路的部分
路段上开展载客运营。

中车电动自动驾驶技术部部长彭之川说，中车电动在近几个
月对自动驾驶客车进行了进一步的技术升级，其中包括车辆运行
速度的提升和运行轨迹的精度，进而确保车辆可以在线路上更加
安全地运行。

区域创新发展是创新型国
家建设的重要支撑。日前发布
的《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
2022》（下称《报告》）显示，党的
十八大以来，中国区域科技创
新水平普遍提升，重大战略区
域科技创新发展成效显著，多
层次、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
系更加完善。

数字技术带来澎湃动能
——来自首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一线观察

新华社记者 魏董华 许舜达 张 璇

上合组织国家
农业大学校长论坛举行

中企造自动驾驶客车
将在法国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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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张保淑） 为进一步加强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
治理工作，巩固校外培训治理成果，规范校外培训行为，教育部办
公厅等十二个部门近日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
防范治理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加强对重点场所和重点网站的防控。充分发挥
社区 （村） 的综合管理功能，将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纳入
社区街道网格化综合治理体系，减少违规培训发生。加强对招聘网
站、家教网等的监管，禁止发布“一对一”“众筹私教”“家庭教
师”等校外培训招聘需求信息。严格执行校外培训广告管控有关要
求，禁止发布面向中小学生 （含幼儿园） 的校外培训广告。

《意见》明确，强化对重点机构和人员的防范。各地要综合研判
分析本地区可能开展违规培训的校外培训机构和个人类型，建立防
范违规的重点机构和个人清单。对转型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加强跟进
指导，鼓励给予政策支持，帮助机构实现转型发展。紧盯托管服
务、违规组织竞赛、中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等相关机构，加大招生入
学等重要节点的提醒提示和检查巡查。禁止家政服务企业将校外培
训纳入家庭服务，严禁任何形式的“住家家教”推介行为。

《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强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的行政执法案例
指导，定期通报发布典型案例。要紧盯隐形变异重点问题，抓住关
键节点，对违规培训至少每季度公开曝光一次。

进一步加强学科类
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工作

自动驾驶大巴客车在巴黎市郊进行路况调试中。 新华社发

本报贵阳电（记者陈隽逸） 贵州省教育厅日前印发 《关于做好
2023 届全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推出23条措施，确保高校毕业生就业大局稳定。

《通知》要求以更大力度开展市场化就业渠道，聚焦省内重大产
业拓展岗位，推进校园招聘专业化常态化，每年3-6月和9-12月为
全省高校校园招聘服务季，各高校每周至少举办1场中小型专场招聘
会，每月至少举办1场大型综合招聘会。

基层就业方面，要求各高校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挖掘基层医疗卫
生、养老服务、社会工作、司法辅助等就业机会，配合组织实施好

“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基层就业项目。
针对重点群体，《通知》提出健全困难群体帮扶机制，重点关注

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建立帮扶
台账，落实“一人一档”“一人一策”帮扶要求。

贵州出台23条措施
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