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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载人航天、火
星探测、资源勘探、能源工程等领域实现新突破，企
业研发经费增长 15.5%，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融
合……过去一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创
新提升实体经济发展水平持续强化。

“向科技创新要效益，关系到企业未来的发展。”全
国人大代表、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兴海对创新驱动发展深有感触。他表示，近年来企业
每年以销售收入的10%投入创新，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全
国人大代表、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认为，当前，创
新、智能、绿色、低碳广受关注，带来新能源、新材
料、新技术的产业变革新机遇。作为市场主体，企业
应把技术放在引领未来发展的首位，坚持用科技创
新、模式创新带动行业发展。“传化近年来在一系列关
键技术和工艺上取得新突破，自身受益的同时，助力
纺织印染行业节能降碳，为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
了技术支撑。”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
化腾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他表示：“这些工作部署
让我们感到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和舍我其谁的使命感。
当前，下一代互联网升级正在成为国际竞争的前沿阵

地，作为互联网企业，腾讯要坚持不懈地从事前沿探
索，加大研发投入，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器
人、区块链等领域持续努力，更自觉地做好‘数字化助
手’，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
助力实体产业在各自赛道上成长出更多‘世界冠军’。”

大力加强基础科学研究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实施基础
研究十年规划，加强长期稳定支持。“创新是命运所
系、大势所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
院25所特级专家董胜波认为，实现科技创新要大力加强
基础科学研究，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

全国政协委员、华南理工大学物理与光电学院教
授邓文基认为，应积极探索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
国体制，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从跟进式创新转向
源头性创新，改变传统产学研合作模式，产业链、创
新链上各科技创新利益方参与组建创新联合体，参与
重大科技攻关，将科技、产业拧成一股绳，破解研发选
题与市场需求脱节、技术攻关与产业化应用脱节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建材集团总工程师彭寿表
示，应瞄准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增强我国关键
基础材料的自主保障能力，开展协同创新。“中国建材
集团将继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开展全链条攻
关，努力打造‘国之大材’，推动我国基础材料走向世
界舞台中央。”

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
心和创新高地，完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加大对青年
科研人员支持力度，让各类人才潜心钻研、尽展其
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认为：“一
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人才的竞
争。一定要营造好环境，让科技工作者真正安心去做
研究。科研人员要敢于创新、敢于质疑，秉持科学精
神，大胆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更好发挥科技促发展作用

聊起创新发展，来自不同行业、领域的代表委员
纷纷表示，要不断强化创新驱动，大力支持科技创
新，更好发挥科技促发展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研
究员陈彩虹表示，农业创新是发展现代农业的
重要驱动力。“以我调研过的广西全州县
毛竹山村为例，当地通过推广应用优
种筛选、配方施肥等一系列种植
技术，推动葡萄产业高质量发
展。现在，这个曾经的贫困
村吸引不少企业、游客前来
观摩葡萄种植、现场收
摘葡萄，农民人均年
收入超过 3 万元。
未来，还应进一

步推进科学技术、设施装备等方面的系统性农业创新。”
全国人大代表、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世忠认

为，创新是民族品牌长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企业
创新发展需要持之以恒的研发投入。过去几年，安踏
研发投入超过30亿元，成立了全球创新研发平台，成
为拥有专业运动科技专利数最多的中国体育品牌。未
来10年，安踏计划再投入200亿元，进一步升级全球
创新研发平台。

全国政协委员、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张懿宸表示，当前各行各业对自主创新需
求紧迫，作为金融企业，要积极把握资本市场深化改
革和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更好发挥金融支持科技创
新、助力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帮助创新驱动发展赛
道上的企业开足马力、实现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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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巩固壮大实
体经济根基。推进科技创新，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突破供给约束堵点，依靠创新提高发展质量。

如何最大限度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动能，不断增强我国在世界大变局中的影响力、竞争力，
代表委员纷纷建言献策。

近年来，生物育种受到高度重视。“十四
五”规划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部分将生
物育种列入前沿领域；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
确提出启动农业生物育种重大项目。总的来
看，我国生物育种技术研发及其产业化处于
重要战略机遇期，具有广阔前景，应进一步
采取有力措施，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

确立国家生物育种优先发展战略。生物
育种是农业科技领域具有引领性和颠覆性的
战略高新技术，应加快实施生物育种重大科技
计划、建设生物育种国家实验室，打造农业战
略科技力量，推动生物育种科技强国建设。

完善生物育种管理法规体系。针对基因
编辑、合成生物和智能设计育种等前沿技
术，应在现有管理条例基础上，完善相关安
全评价的技术指南和产业化应用的管理规程。

培育企业主导型产业化平台。应加快创
建装备先进、研发能力强、市场网络健全、
技术服务到位的一体化种业企业平台，降低
生物技术品种研发监管成本、缩短监管周期，
保障生产领域及时获得低成本、多种优良性状
的品种；提升市场监管的透明度，为新品种研
发提供清晰、可预测、有效监管途径。

营造生物育种产业化市场环境。对于生
物育种产业化，相关部门应重视科普、宣传、推广工作，做好生
物育种技术和产品的风险评估工作，创新检测技术体系和健全
安全评价标准，积极应对新发和潜在的生物育种安全问题。

（本报记者 金 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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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经济发展
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是健康中国建
设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
下，我国医药工业取得了突出成绩，产业
创新取得新突破，大量传统制药企业加快
创新转型，在研新药数量跃居全球第二
位，医疗器械、制药装备、生产用耗材等
领域的一批高端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创
新药国际注册也取得突破性进展，企业开
展国际合作能力不断增强。

“十四五”时期，医药工业发展的内外
部环境面临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在已取得
的成绩基础上，需加快解决制约行业发展
的一些突出问题，尤其是技术创新方面，我
们仍存在前沿领域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产学
研医协同创新体制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
对此，应加强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制定明
确科学的创新链、产业链路线图和时间表，
持续健全创新体系，完善产业创新生态，为
医药工业发展打造新引擎。

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分领
域培育优质市场主体，支持重点骨干医药
企业创新发展，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形成一批国际化程度高、全球布

局发展的大型制药公司。加强产学研医技术协作，支持医药
创新企业加强与科研机构、高校等开展合作，大力推进创新
产品的开发和产业化。

（本报记者 廖睿灵整理）

图①：2021年9月20日，搭载天舟三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四运载火箭在我国
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摄

图②：2022年2月11日，在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高新技术园区的一间产品研发实验
室内，工程师在为产品做噪声测试前的准备工作。 刘志宏摄（人民视觉）

图③：2021年10月21日，观众在北京展览馆参观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
展出的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图④：2021年12月16日，自动驾驶动态体验车在位于甘肃省兰州市的“城市开放
道路测试区”上路行驶。 丁 凯摄（人民视觉）

图⑤：2021年12月19日拍摄的“中国天眼”全景。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当前，科技创新工作步入“深水区”，需要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提高关
键技术系统解决能力，进一步激发广大科研人员进行更有难度和深度的科学研究工作。

建议布局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以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探索、打造科技创新高地、服
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重点，整合资源、大胆探索、重点推进，培育活跃的创新链，
以创新链带动产业链，以产业链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全国科技创新工作起
到引领和示范作用。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整合和引导创新主体系统性解决我国面临
的“卡脖子”问题。

此外，应制定更加便利的科技项目管理机制，在充分信任科研人员的基础上，制
定更加完备的科研诚信管理机制，进一步减轻科研人员在承担重大科技项目过程中事
务性工作负担，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中。建立科技研发容错机制，
为研发人员卸担子、减压力，实现轻装上阵，在基础科学探索、共性“卡脖子”技术
攻关方面敢闯敢拼。

（本报记者 胡婧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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