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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
要着力点。

日前举行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强调，“以科技创新引
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并明确“超前布
局重大科技项目”“开展‘人工
智能+’行动”“综合整治‘内卷
式’竞争”等工作任务及部署。

围绕落实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多地多部门正积极
推进落实，深入谋划相关政策
举措。

超前布局重大科技项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超前布局重大科技项
目，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
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

部委层面积极响应——
科技部提出，超前布局一

批国家科技重大项目，确保已
启动重大专项高质量如期完
成。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
重点领域加强科技研发部署，
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
用示范，培育未来产业。

工业和信息化部则明确，

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融合发展，强化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布局启动一批科技重大

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

项，优化制造业创新中心和中

试验证平台建设布局，完善科

技服务业发展政策。

地方层面动作频频——

山西省科学技术厅于 12

月 18 日张榜公布了 2024 年度

山西省科技重大专项计划“揭

榜挂帅”（第二批）项目，面向

国内外广泛征集优秀科研团

队揭榜挂帅攻关。据悉，此批

项目共有 9 项，其中企业重大

技术攻关类 7 项，重大基础前

沿与民生公益类 2 项。

就在同一日，上海市浦东

新区举行“共赢浦东 共创未

来 浦东新区重大产业及配套

项目开工仪式”，再次推动 10

个重大科技产业及 40 个配套

项 目 实 现 开 工 ，总 投 资 额 达

114 亿元。

如何开展新技术新产品

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

向清建议，地方政府应建立工

作组织领导机制和责任落实

机制，出台指导性文件和配套

支持政策。同时，深挖本地特

色产业，力争实现场景“应开

尽开、应放尽放”，为企业参与
提供必要的共性基础设施和
制度环境。

“此外，地方政府还应营
造 包 容 创 新、审 慎 监 管 的 氛
围，探索柔性监管、负面清单
等新型监管制度，营造支持应
用场景开放、鼓励创新、宽容
失败的良好环境。”宋向清说。

开展“人工智能+”行动

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快
速发展。数据显示，我国人工
智能企业已经超过 4500 家，
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接近
5800 亿元。人工智能与其他
战略性产业紧密耦合，已成为
牵引产业升级的原动力、孕育
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 研 发 应 用 ，开 展“ 人 工 智

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日前举行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再次强调，开展“人工

智能+”行动，培育未来产业。

宋向清认为，人工智能是

未来产业体系建设的核心技

术和关键平台，在推动未来产

业发展中的作用巨大、潜力巨

大。其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

术，具有强大的“头雁效应”，

能够带动相关技术和产业的

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科研信息部副部长刘向东在
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开展“人工智能+”行动，
有效促进了数字经济和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企业智能化改
造和数字化转型持续提速，有
力推动了降本增效和转型升
级发展。

在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
事、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
长朱克力看来，部署“人工智
能+”行动，意味着我国将加快
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应用，推
动其与千行百业深度融合，为
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能
与活力。

“推进‘人工智能+’行动
需要关注五大问题。”宋向清
认为，一是突破技术瓶颈，强
化 AI 算法的可解释性；二是
确保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三
是加强国际合作，引进国外先
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和经验；四
是推动产业升级和突围，特别
是在无人机、语音识别、图像
识别等领域打造全球领军企
业 和 品 牌 ；五 是 完 善 政 策 支
持，优化发展生态。

宋向清在接受中国城市
报记者采访时建议，加强相关
领域基础研究，支持关键核心
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动产业链
协 同 发 展 ；结 合 地 方 产 业 特
色，运用 AI 技术改造提升传
统产业；拓展 AI 应用场景，如
智慧城市、智能政务服务、自
动驾驶等；构建多层次人才培
养体系，培育创新型人才；推
动智能产品研发，打造 AI 产
业集群创新高地；开展 AI 创
新应用试点示范；加强 AI 领
域知识产权保护。

开展“人工智能+”行动，

地方政府应当如何破题？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近段时间以来，包括北京、深

圳在内的多个城市进行了有

益探索。

今年 7 月，北京市发展改
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
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发布

《北京市推动“人工智能+”行
动计划（2024—2025 年）》，从
标杆应用、示范应用、商业应
用三个维度推动人工智能应
用落地，构建大模型赋能经济
社会发展全景图。

近日，深圳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印发《深圳市打造人工智
能先锋城市的若干措施》，在
深化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方面提出了发放“模型券”、支
持人工智能行业应用、加速开
放政务应用场景、支持人工智
能产品应用、支持人工智能软
件首版次应用等 5 大举措，全
面推进 To G、To B、To C 场
景应用，以实现“场景应用最
开放”。

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

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

事实上，这并非“内卷式”

竞争首次出现在中央会议中。

今年 7 月 30 日召开的中共中

央 政 治 局 会 议 ，就 已 经 提 出

“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

式’恶性竞争”。

刘向东认为，市场经济条

件下，引导企业参与市场竞争
是常态，“内卷式”竞争则是
非常态。保持行业良性健康
发展，需要疏堵结合，优化创
新 市 场 监 管 方 式 ，促 使 市 场
机 制 既 得 到 充 分 发 挥 ，又 不
陷入不合理的双输博弈困境
之中。

在刘向东看来，对于市场
竞争中出现的“内卷式”竞争
需要规范整治，既要管住政府
这只看得见的手，也要引导行
业加强自律管理，规范企业不
良竞争行为，营造透明公正可
预期的公平竞争环境。

谈及“内卷式”竞争的危
害，宋向清认为，容易引发价
格战，缩减行业利润空间；资
源配置低效，形式重于实质的
投入普遍，如过度包装、虚假
营销等；过于关注短期表现，
忽视长期竞争力的培养，致使
技术停滞、市场疲软；资本和
劳动力长期滞留低效产业，制
约高附加值产业发展……长
此以往，经济环境受损，行业
垄断风险加剧。

“‘内卷式’竞争表现形式
很多，每一种形式都会对经济
和市场造成危害，需要通过政
策引导和市场监管来综合整
治。”宋向清说。

如何整治“内卷式”竞争？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
院院长罗志恒建议，提高技术
标准，严控新增产能。具体而
言，首先要坚持标准引领、有
序提升，提高生产、技术、安
全、能耗、环保、质量等 国 家
标 准 和 行 业 标 准 水 平 ；其 次
要 严 格 控 制 新 增 产 能 ，加快
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能结构
优化。

此外，罗志恒建议，规范
管理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
策，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优
化地方官员政绩考核、转变地
方政府职能，防止各地在招商
引 资 中 进 行 政 策 的“ 逐 底 竞
争”，避免低层次重复建设；
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
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
内顺畅流动，形成高效规范、
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近年来不少地方主动求新求
变，破解“内卷式”竞争。

以招商引资为例，浙江省
实施“投资浙里”基金招商伙
伴专项行动，建立省商务厅+
省金融控股公司+100 家股权
投资机构的“1+1+100”基金
招 商 伙 伴 体 系 ，开 展 基 金 招
商。该方式更好地发挥了财
政资金的杠杆作用，促进产业
和资本融合。

多地加快科技创新多地加快科技创新        培育新质生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

近年来，江苏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通过搭建平台、资金扶

持、精准服务等措施，加速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推动生产制造向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迈

进。图为江苏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合光能（宿迁）有限公司数字化车间里，工人正在赶制太阳

能光伏外贸订单。 中新社发 王 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