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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
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专

家表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

推进的时代背景下，深入优化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布局建设，是我国加快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稳步建成科技强国

的必然选择。

作用突出需求迫切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科技创新的

“国家队”，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都是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同于一般的创新主体，这是一支

非常特殊的科技队伍。”中国科学院科技

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张赤东认为，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功能具有特殊性，可

以 胜 任 超 大 、超 难 、超 长 期 和 超 前 沿

任务。

“嫦娥六号”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

采样返回，“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建成入

列，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实现“技术造

物”⋯⋯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

科技创新放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

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建设，战略性创新平台体系不断

完善，战略性资源空间布局不断优化，战

略科技力量能力不断提升，战略科技任

务取得重大突破，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实

现跨越式发展。

“当今世界，国际竞争很大程度上

是科技创新能力体系的比拼，而战略科

技力量则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中坚

力量。”全球创新中心总干事、中国社会

经济系统分析研究会副理事长赵刚说，

改革开放前，我国内外部面临诸多困难

与挑战，关键时刻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成功实施“两弹一星”工程，在极端

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技

成就。近年来，我国战略科技力量蓬勃

发展、担当使命，在诸多领域发挥了日

益重要的作用。

当前，国家对战略科技支撑的需求比

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今年《政府工

作报告》明确提出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布局，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对于加

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说。

机遇与挑战并存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突飞猛进，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布局

建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

新的挑战。

从事硬科技投资多年，米磊强烈感

受到，当下科技创新正呈现前所未有的

变化，一方面不确定性急剧攀升，另一

方面科研范式和组织模式发生了深刻

变化。在此背景下，单纯依靠市场化力

量推动科技创新已显乏力。“对于高风

险、长周期的战略性科技项目，市场化

资本很难给予长期且稳定的支持，迫切

需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挺膺担当。”米

磊说。

赵刚告诉记者，经过多年发展，我国

战略科技力量已逐步成长为创新型国家

建设的主力军和先锋队，但仍存在诸多

不足。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

题还比较突出，例如，围绕半导体设计、

材料、软件、结构、封装、测试等环节，尚

未形成覆盖全产业链的战略科技力量体

系，给予有力支撑。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充分发挥

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攻克关键

核心技术，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

题。这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布局建设

提出新要求。”张赤东表示。

科学布局是强化战略科技力量体系

的首要条件。“分散度过高、多元战略科

技力量主体间耦合松散、创新活动碎片

化、创新主体定位模糊。”米磊坦言，体系

化协同不足等问题制约着我国战略科技

力量的整体效能与发展。进一步发挥好

科技的根本支撑作用，优化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布局建设迫在眉睫。

“需要注意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在发展路径、组织管理模式以及激励机

制等方面，均遵循着独特的内在规律。

这决定了我们不能沿用常规的方法对其

约束、评价和培育。”张赤东说。

调动资源优化配置

面向未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当如

何优化布局？

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明确

各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使命定位。“战

略力量”一词原用于国家安全和军事领

域，指的是关乎国家安危和战争成败的

决定性力量。张赤东说，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要聚焦那些难度极高、规模宏大、处

于科技前沿且需长期攻坚的重大科技任

务。各战略主体要根据国家科技创新战

略部署，优化科研布局，明确各自分工，

避免功能重叠与资源浪费。

重大科技任务的高效组织实施是

国 家 战 略 科 技 力 量 优 化 布 局 的 重 要

抓手。 （下转第三版）

□ 本报记者 沈 慧

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 20 亿千瓦
“十四五”以来装机规模实现翻番

本 报 北 京 3 月 27 日 讯（记 者 王 轶
辰）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 2 月底，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

装机规模达 20 亿千瓦；“十四五”以来非

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实现翻番，累计

增长 103.1%。

数据显示，2 月底，全国非化石能源

发电装机占全国总发电装机比重达到

58.8%，比上年同期提高 4.2 个百分点，

“十四五”以来累计提高 14 个百分点。

截至 2 月底，以风电和太阳能发电为代

表的新能源装机达 14.6 亿千瓦，同比

增长 32.5%，占全国总发电装机比重达

到 42.8%，比上年同期提高 5.8 个百分

点，“十四五”以来累计提高 18.5 个百

分点，电能的“绿色”属性显著提升。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电力行业加

快建立多元互补绿色供应体系，电源结

构向多元化、绿色化转变。中国电力企

业联合会有关负责人表示，非化石能源

发展实现新跨越，不仅优化了我国能源

电力结构，也为经济绿色发展提供了有

力支撑，为推进我国乃至全球低碳转型

作出了重要贡献。

始终保持弄潮儿角色

金观平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基本路径。“总的来讲，我们要走科技创新的

道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

展，使我们国家能够在现代经济大潮中始终保

持弄潮儿的角色。”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准确

把握中国经济发展脉动、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弄潮儿是敢于挑战、勇于创新的代名词，蕴

含着无畏开拓的精神内核。当前，世界百年变

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

发展，我国面临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等

诸多挑战，亟需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路

径。弄潮儿所代表的创新精神和开拓意识，正

是打破发展瓶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保 持 弄 潮 儿 角 色 ，要 具 备 勇 立 潮 头 的 信

心。近年来，我国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从 5G 通

信技术引领全球通信变革，到高铁技术成为亮

丽的中国名片，从量子计算领域实现关键突

破，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科技创新的脚

步从未停歇。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商业航

天、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加速布

局、形成优势。事实证明，坚定不移走科技创

新之路，就一定能在现代经济大潮中抢占先

机、赢得主动。

保 持 弄 潮 儿 角 色 ，须 练 就 乘 风 破 浪 的 本

领。近年来，我国以产业发展需求为牵引，以企

业为主体，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

融合，把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最大增量。2024 年，我国制造业总

体规模连续 15 年全球第一，科技和创新型中小

企业超 60 万家，累计培育 1606 家国家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有 570 多家工业企业入围全球研发

投入 2500 强。未来，要持续激发传统产业活

力，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前瞻部署未来产业，为

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保持弄潮儿角色，离不开持之以恒的努力。科技创新并非一蹴而就，培育

发展新质生产力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以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为例，从“两弹一

星”到载人航天，从北斗组网到嫦娥探月，每一项突破都凝聚着无数科研工作

者夜以继日的辛勤付出和永不言败的昂扬斗志。要在全社会形成鼓励创新、

支持创新的良好氛围，以甘坐冷板凳的专注、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在科技创新

赛道上奋力前行。

保持弄潮儿角色，更需要胸怀天下的格局。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

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少数国家大搞“脱钩断链”“小院高墙”。越

是遭遇逆流，越要积极拥抱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

更主动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

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中国经济从来都是在攻坚克难中发展，在风雨洗礼中成长，在披荆斩棘中

壮大。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

的关键之年。我们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信心、攻坚克

难、奋发有为，矢志不渝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之路，以“弄潮儿向涛头立”的

姿态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

前两月工业企业效益稳定恢复
制造业利润改善明显

本报北京 3 月 27 日讯（记者熊丽）国家

统计局 27 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 2 个月，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8%，增速较去年全年加快 0.7 个百分点。

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0.3%，降幅较去

年全年收窄 3 个百分点。从营业收入扣

减营业成本计算的毛利润角度看，前

2 个月，规上工业企业毛利润由

去年全年的同比下降 0.3%

转为增长 2%。

国 家 统 计 局 工 业

司统计师于卫宁表示，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

入继续改善，利润降幅收窄，装备制造业和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由降转增，工业企业效益

呈现稳定恢复态势。

制造业利润改善明显，前 2 个月同比增

长 4.8%，拉动全部规上工业利润增长 3.2 个

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制造业利润

由降转增，前 2 个月，受生产较好带动，装

备制造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8.1%，高于全

部规上工业平均水平 5.3 个百分点；利润由

去年全年同比下降 0.2%转为增长 5.4%，拉

动全部规上工业利润增长 1.4 个百分点，为

规上工业利润恢复提供重要支撑。装备制

造业的 8 个行业中有 6 个行业利润实现增

长。前 2 个月，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5.3%，去年全年为下降 22.9%，拉动全部规

上工业利润增长 1.3 个百分点。其中，在新

能源产业国内外市场需求增加带动相关产

品价格上涨的背景下，有色行业利润同比

增长 20.5%。

“两新”政策效果继续显现。前 2 个月，

在 大 规 模 设 备 更 新

相关政策带动下，通

用设备、专用设备行

业 利 润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6%、5.9%。 其 中 ，

通用零部件制造、采

矿 冶 金 建 筑 专 用 设

备制造、医疗仪器设

备 及 器 械 制 造 等 行

业 利 润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9.3% 、14.1% 、

10.6%。随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

围，多元化消费场景不断创新，相关产品所

在行业及链条行业效益向好。其中，在汽

车置换更新补贴政策带动下，汽车制造业

利润同比增长 11.7%；在电子、家电产品以

旧换新政策惠及面不断扩大的背景下，智

能消费设备制造、家用厨房电器具制造、家

用 制 冷 电 器 具 制 造 等 行 业 利 润 分 别 增 长

125.5%、19.9%、19.2%。相关产品的链条行

业利润较快增长，其中，家用电力器具专用

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光电子

器 件 制 造 等 行 业 利 润 分 别 增 长 18.4% 、

15.3%、9.3%。

于卫宁表示，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总体有

所改善，但也要看到，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

峻，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部分工业企

业生产经营仍面临较多困难。下阶段，要全

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强化创新驱动，扎实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促 进 工 业 企 业 效 益 稳 定

恢复。

政策服务协同发力宁夏银川厚植营商沃土本报银川 3月 27日讯（记者马呈忠）
宁夏银川市近日召开第三届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暨营商环境全方位提升推进大

会，发布关于厚植营商沃土、打造“宜商

银川”若干措施，致力于营造精准有效的

政策环境、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高效便

捷的政务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离不开政策

持续发力。银川先后出台《关于促进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等系列

政策；新型工业化 18 条、奶产业 10 条等

政策直达快享，惠企资金达 2 亿多元。

“审批局+营商局”双模式领跑全国，“高

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进度位列全国第一

方阵，获评全国营商环境十佳城市。

宁夏鑫晶盛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丁建亮说，从 1 家公司到 7 家公

司，在手续办理、工商办理等方面，银川

市相关部门都有专人服务，持续帮助企

业发展壮大。

推进大会上，银川举行重点产业供

需对接活动，发布《银川市优势企业供

需清单》与《设备更新改造供需清单》，

汇集了 30 家企业的 36 项设备及服务采

购需求，现场达成合作订单 105 笔。

银川市营商环境促进局局长强娟表

示，将健全“政策通”惠企服务平台高效运

行机制，推动惠企政策“直通直达、免申即享”。持续深化开展领导包

抓、千名干部包千企两项企业纾困机制。深入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

行动，出台涉企检查“白名单”制度，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更好条件。

3 月 26 日 ，浙

江省绍兴市瓜渚湖

进入最佳赏樱期，

大批市民和游客前

来赏花踏春。

据 了 解 ，本 次

樱花花期预计持续

2 周至 3 周，延续至

4 月上旬。

潘伟峰摄

（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