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 科技創新篇

跨科跨界協作
突破核心技術

國際風雲變幻 「十四五」科技創新啟新長征

中國「十四五」即

將開局，科技自立自

強、突破核心關鍵技

術等議題備受關注。「國際政治

經濟風雲變幻，全球科技競爭愈發

激烈，中國的科技強國建設將是一

場新的長征。」中國科學院科技戰

略諮詢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科學院

大學教授余江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

時表示。他認為中國要實現未來科技創

新預期目標，首先要突破集成電路前沿工

藝、基礎軟件系統、高端芯片設計、高精尖

製造設備和產業級基礎材料等為代表的「痛中

之痛」關鍵核心技術，才能解決這些技術短板給

經濟社會發展和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帶來的困擾。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實力通過「疫考」
「卡脖子」待解決
新冠疫情在全球爆發，中國疫情防控成效卓然，展

示了中國科技綜合實力的跨越式進展。
中國第一時間確定不明肺炎的病原體為新型冠狀病

毒，並向全球分享病毒基因序列。中國關於新冠病毒
的研究和論文，得到世界科研界的肯定。中國通過大
數據、雲計算等手段開發「健康碼」等技術，成為信
息時代阻斷傳染病的利器。中國布局五條疫苗路線
「掛圖」作戰，舉全國之力研發。時至今日，中國已
成為全球擁有上市新冠疫苗數量、種類、技術路線最
多的國家。在滿足國人防疫需求的同時，大量中國新
冠疫苗走出國門，救深陷疫情的國家於水火。
上述科技抗疫成果，可稱為中國新型科研舉國體制

的經典之作。從實驗室的病毒學基礎研究，到學術成
果迅速分享加速疫苗研製，到疫苗成果迅速落地產業
化，產學研無縫連接。
不過，疫情防控也暴露出中國科研能力的短板：以

體外膜肺氧合（ECMO）和有創醫用呼吸機等為代
表的高端醫療裝備製造領域對國外核心技術和關鍵零
部件的依賴，依然會被「卡脖子」；西方國家已將第
三代疫苗mRNA核酸新冠疫苗用於廣泛接種，但中
國在核酸疫苗的研究上尚未進入大規模臨床階段；此
外，中國尚無針對新冠肺炎的特效藥物。
面對這場正改變人類社會生態的重大疫情，進一步

向科研「無人區」進發，是中國科技界的必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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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談到「卡脖子」關鍵
核心技術，中國人往往第
一時間就會想到以芯片為
代表的集成電路技術，尤

其是在科技競爭甚至封鎖的背景下，國外
壟斷的芯片技術令中國相關產業感到切膚
之痛。羈絆幾代科研人員的「中國芯」之
問，迄今未出現明確答案。因此，「十四
五」規劃呼喚戰略科技力量，以期自立自
強。而支撐這一願景的重大原始創新能力
從何而來？

長期追蹤國外集成電路技術的余江教授
講述了美國新一代集成電路光刻系統重大
原始技術創新的案例。上世紀90年代，
作為美國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美國能源部
下屬的國家實驗室擁有「航母」級別的跨
學科研發平台，設計了「虛擬國家實驗
室」（VNL）模式，組織協同攻關。以英
特爾、IBM和阿斯麥等企業為代表的產業
合作夥伴通過該計劃，分享了系列突破性
科研成果和高價值平台資源，極大地推動
了新一代芯片光刻系統技術的研發進程，
令今天高性能的手機、處理器、人工智能
芯片乃至數字經濟繁榮成為可能。

中美之間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不同，但
美國「國家科技攻關」的故事給中國帶來啟
示。在當前中國的重大創新攻關中，各類創
新主體間仍然存在各類有形無形的「圍牆」
和「柵欄」，跨學科跨領域的大協作尤其薄
弱。如何聚焦未來產業的核心科學問題，提
升源頭技術創新供給，面向全球打造跨學
科、大縱深人才高地，形成多元主體協同創
新的新型研發組織形態，培養具有寬廣學科
視野的領軍人才，成為策源「從 0 到 1」的
重大原始創新的關鍵。

「大道無形」。只有穿越人為束縛、突
破思維邊界之時，才是重大原始創新
能力釋放之日。 唯有如此，
中國科技在未來方能
帶來更多驚喜。

微觀點

「突破關鍵核心技術是解決『燃眉之
急』，加強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是消除『心
腹之患』。」這是科學創新領域近期常說的
一句話，契合了「十四五」期間中國科技創
新的雙進思維：解決「燃眉之急」，是科技
創新的底線；消除「心腹之患」，科技創新
方能領跑。

先攻核心技術 長遠夯實基礎
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曙光已經

顯現，與中國發展方式的轉變產生歷史性交匯
期。有評論指出，關鍵核心技術短板是中國的
「燃眉之急」，短期應聚焦目標、突出重點，
攻克「卡脖子」的關鍵問題。核心技術靠「化

緣」是要不來的，必須以自主研發為主，需要
長期投入積累形成的、能夠支撐和引領經濟社
會發展的核心技術。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是
「心腹之患」。長期來看，離不開大力度的持
續投入、良好的科技知識和人才積累、包容的
創新文化等，並且在事關國家安全和長遠發展
的重點領域，夯實基礎、前瞻布局、系統謀
劃，構建面向未來的競爭力。

築牢安全底線 強化領跑思維
「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將實施一批具有

前瞻性、戰略性的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瞄準人
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生命健康等前
沿領域。上述項目顯示，中國致力於雙管齊

下，解決「卡脖子」「心腹之患」問題。
中國科技部部長王志剛認為，「十四五」時

期，要強化底線思維和領跑思維，推動中國科
技創新總體實現從量的積累向質的飛躍，從點
的突破向系統能力提升。所謂強化底線思維，
就是要加快構建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
制，盡快實現關鍵領域自主可控，提升對產業
鏈供應鏈安全穩定的科技支撐能力，把保障國
家安全構築在堅實可靠的科技創新堤壩之上。
而強化領跑思維，則是要構建基礎前沿和顛覆
性創新的遴選支持機制，堅持原創導向，在重
要新興技術領域加大布局力度，在構建新興技
術體系和技術軌道中搶抓先機，換道超車，構
築未來發展新優勢。

解決「燃眉之急」 消除「心腹之患」

與一般概念上的技術痛點不同，
余江認為，「痛中之痛」關鍵

核心技術的突破並非依賴於某一項
單點技術是否先進，而是取決於能
否對相應技術體系和產業基礎能力
要素進行持續優化和整合，其投入
強度較大、技術壁壘極高、研發周
期較長。

技術跨多學科 突破靠生態圈
「痛中之痛」關鍵核心技術具有很

強的跨學科協同性。比如，一台新型
芯片光刻機系統的研發需要光學、數
學、物理學、微電子學、材料學與精
密機械及控制等多學科團隊的交叉協
同，需要在結構、器件、工藝及檢測
等領域攻克一系列核心科技難題。技
術的突破還需要通過產品轉化和大規
模應用來實現其產業商用價值。他

說，「我們在實驗室做出的樣品和樣
機即便某些性能指標再高，如果缺乏
活躍的產業生態支持，將可能難以形
成後續的有效突破。」
領軍人才對於突破「痛中之痛」關

鍵核心技術十分關鍵。余江表示，在
歐美，一款有生命力的操作系統，其
經典的版本設計往往凝聚了總設計師
個人獨到的設計思想和理念，這顯然
無法通過簡單的人海戰術和一些時尚
技術「新概念」的堆積而完成。同
時，這些關鍵核心技術具有開放多生
態互相嵌入的特性。例如，以美國三
大芯片設計軟件（EDA）巨頭為代表
的高端工業軟件的創新發展，是通過
和國際芯片設計商和製造廠商們形成
互相嵌入的技術生態圈，協同迭代發
展，這使得後來者趕超的難度大大增
加。

因此，「基於關鍵核心技術的這些
特點，使得我國科技界習慣的「引
進—消化—吸收」的線性創新範式很
難奏效」，余江表示，在當前錯綜複
雜的國際形勢面前，中國科技攻堅體
系的效力和活力需要進一步提升，在
更高起點和更大空間上，構建中國科
技的新競爭優勢。

理順創新體系 形成研發合力
「通則不痛」，理順一系列科技創

新機制體制關係，是解決「痛中之
痛」核心技術的關鍵。余江表示，
「痛中之痛」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要
重視創新突破過程中相關要素的整體
性、結構性和有機關聯性。企業無疑
是創新的主體，同時要發揮中科院和
相關高校的重要牽引作用，明確核心
平台的戰略定位和突破關鍵共性技術

的戰略任務，拓展包括產業基金在內
的各類科技創新投資渠道體系，充分
考慮不同創新參與單元的利益訴求，
完善對相關知識產權成果的管理機
制，才能形成強大的協同創新凝聚
力。
同時，在體制上必須將關鍵技術突

破、樣品規模商用和產業生態培育緊
密結合，三者需要深度的協同合作，
才能防止戰略性領域的創新生態「系
統失靈」。
這位權威專家指出，要面向產業未

來，堅持和優化與國際上下游產業夥
伴的靈活合作方式，依託超大國內市
場需求，多維度、多路徑提高對全球
科技創新網絡的嵌入度與貢獻度，積
極開展以共創價值為導向的國際研發
合作，使中國成為全球科技前沿開放
合作的核心舞台。

1. 優化國家科技規劃體系和運行機
制，增強科技規劃對科
技任務布局和資源配置
的引領作用，構建「戰
略研究—規劃部署—任
務布局—組織實施」的
有效銜接機制。

4.完善充分激發科技人員創造
性的科研管理方
式。開展以國家使
命和創新績效為導
向的現代科研院所
改革，完善科研項
目和資金管理，切
實減輕科研人員負

擔，賦予創新領軍人才
更大技術路線決定權和經費
使用權，加快推進項目經費
使用「包乾制」試點，開展
基於信任的科學家負責制試
點。

2. 分類推進重大任務研發管理。對支撐國家重
大戰略需求的任務，實行
「揭榜掛帥」、「軍令
狀」、「里程碑式考核」
等管理方式；對支撐經濟
社會發展的任務，與部
門、地方共同組織實施，
探索完善「懸賞制」、
「賽馬制」等任務管理方
式；對科技創新前沿探索
的任務，在競爭擇優的基
礎上鼓勵自由探索。

3. 建立重大科技任務應急反
應機制。完善平戰
結合的疫病防控和
公共衞生科研攻關
機制和組織體系，
加強公共衞生、重
大災害等方面的應
急科研能力建設。

「十四五」優化調整重大科技任務組織實施機制

●合肥
恒爍半導

體有限公司工
作人員在對芯片進

行測試。 資料圖片

●參觀者在福州軟件園參觀園區企業研發生產的各類芯片。
資料圖片

● 成都博奧晶芯生物科技員工在生產呼吸道病
毒核酸檢測試劑盒。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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