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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创新驱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我国是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大
国，尤其需要系统、全方位地谋划科技
创新事业。”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
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材集团总
工程师彭寿表示。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
我国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建设取得重
大进展，国家实验室、国家制造业创
新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新型研
发机构建设持续加速，创新主体能力
建设大幅提升，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不
断进步，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60%
以上。

虽然我国在科技创新支撑下取得
新的历史性成就，但彭寿在调研中发
现，我国在原始创新能力、技术成果转
化等方面仍然存在短板，主要原因在
于科技创新生态建设仍然滞后。

“因此，在国家战略目标指引下，基
于‘要素—主体—区域’推动科技创新
系统性转变，是不断完善国家创新体

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由之
路。”彭寿建议，第一，国家集中顶层设
计、部委分职能实施，着重强化基础前
沿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科技力量重组
布局，以基础研究带动前沿引领，以应
用研究支撑战略产业，从源头和底层解
决“卡脖子”问题、谋划战略性问题，保
证产业链供应链畅通，打造可持续、可
发展科技创新生态系统。

第二，优化创新平台区域空间布
局，按照创新资源禀赋，在长三角等优
势区域强化战略性、前沿性、引领性创
新平台建设，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有计
划地加强基础性创新平台建设，推动创
新力量发展从碎片化布局向体系化布
局转变。

第三，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人才资源、平台
资源，面向全球开展重大科学装置、科
技平台建设和科技项目攻关，让全球创
新资源从“为我所有”到“为我所用”，形
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准的国际科
技交流合作新格局。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铁建重工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飞香看来，地下工
程装备、大型船舶、水力/风力发电机组
等重大技术装备是国之重器，事关综合
国力和国家安全。加强对其关键核心技
术的知识产权保护，是提升产业链自主
可控能力、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有力保障。

实际上，从2021年起，我国就成为
世界上有效专利数量最多的国家，全社
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2006—
2020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理专利领
域侵权案件达2.12万件，其中制造行业
当事人占总数的29.6%，远高于其他行
业。尤其是重大技术装备领域，由于其
结构复杂、工作环境对外封闭，现场取
证固证难度大，侵权易、维权难成为了
行业痛点。

刘飞香调研发现，目前，在重大技
术装备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仍存问题：一
方面，知识产权取证固证规范尚未普

及，不同于普通商品，重大技术装备侵
权点隐蔽，急需出台针对此类装备的知
识产权侵权取证和固证指引等相关规
范，向全社会普及如何有效取得证据、
如何快速固定证据；另一方面，现有知
识产权取证固证方式效率低、不及时，
尤其重大技术装备如地下工程装备受
工程周期、应用环境、转场拆机后证据
易消失的影响，取证时机受限，若无法
第一时间取得，则有效的侵权证据极易
灭失。目前，尽管部分地区已开始应用
电子证据区块链存证技术，无需公证人
员现场取证，但还未广泛推广应用，也
未实现区域互认。

对此，刘飞香建议，一是国家出台
针对不同行业更加具体的专利侵权取
证固证指引，指导取证主体如何规范地
进行取证固证，全面提高主动取证固证
的意识和能力；二是国家搭建具有司法
公信力的电子公证平台，大力支持和推
广知识产权电子证据区块链存证方式，
同时统一各地法院、行政机关对于电子
证据的认定标准。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
大代表，小米集团董事长兼CEO
雷军就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带
来了《关于推动仿生人形机器人
快速发展的建议》《关于构建完
善汽车数据安全管理体系的建
议》《关于大力发展汽车文化，助
力从汽车大国走向汽车强国的
建议》。雷军建言扶植科创产业
链，攻关仿生人形机器人核心技
术，同时也呼吁在新能源汽车行
业爆发式增长的今天，构建完善
汽车行业数据安全管理体系，大
力弘扬和发展汽车文化，提升汽
车工业软实力。

其中，《关于推动仿生人形
机器人快速发展的建议》引人关
注。在雷军看来，机器人产业正
值升级换代、跨越发展的窗口机
遇期，而仿生人形机器人是刚柔
耦合的复杂动力学系统，与自动
驾驶等新兴技术领域紧密关联，
如能加快发展、实现突破，将有

力带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新能源、新材
料等产业集聚发展，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科
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但是，我国仿生人形机器
人仍然面临核心部组件性能有待提升、应用需求
牵引不足、不具备规模化量产能力、应用生态和
配套支撑体系不健全等挑战。

对此，雷军建议，鼓励扶持科创产业链，推进
仿生人形机器人产业规划布局，完善配套政策和
措施，并指导行业制定数据安全管理政策制度和
标准规范，以此促进创新资源要素高效配置，全
面推进仿生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持整
机企业牵头创建国家创新联合体，形成“点面结
合”的长期持续创新机制，加强核心技术联合攻
关；构建仿生人形机器人开放产业生态，加速场
景应用培育。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是赢得国
际竞争的关键要素。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政策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支持企业研发创新最直接的普
惠性政策。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卢庆国根据一线调研
走访情况，一直在关注和呼吁鼓励科
技创新，提高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比例。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专门
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专项优惠
政策，针对性强、含金量高、效果明
显。企业研发投入越多，减税就越

多，对鼓励企业持续加强研发具有
“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为激发企业
创新活力，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新冠
病毒疫情影响，国家先后将制造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比例由75%提高至100%，持续释放
政策红利，为科技创新注入新动能。

卢庆国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
政策施行以来，在促进企业增加研发
投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以河北省为例，中国城
市报记者注意到，2022年前三季度
河北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高附
加值行业共有4457户企业享受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金额30.36亿元。信息

科技产业发展迅速，研发活动活跃，
有力地推动了河北省产业结构战略
性转变。

“同时，也应看到我国支持企业
科技创新力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
较小。”卢庆国举例介绍，2008年法
国将增量研发税收优惠改为总量
优惠，最高税收抵免率由10%提高
至30%；2009年韩国将中小企业适
用的研发总量税收优惠抵免率由
15%提高至25%；2015年英国将中
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
至130%。

卢庆国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加大
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支持力度，将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150%或按
研发费用25%的比例抵扣所得税，进
一步降低企业创新成本，激发所有企
业的自主创新热情，营造出企业争先
创新的氛围，促使企业主动增加研发
投入、积极创新，从而促进经济更好
更快增长。

彭寿代表：

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系统
刘飞香代表：

强化重大技术装备知识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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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仿生人形机器人快速发展

卢庆国代表：

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力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

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

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

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图为近日，游客走进位于济

南市的山东省科技馆参与形式多

样的科普展览活动，体验科普设

备，在实践与互动中零距离感受

科技魅力。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