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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部属高校新当选院士座谈会

本报记者 张维佳

优化提升产业结构优化提升产业结构，，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2024年推动工业和信息化高质量发展系列述评之三

本报评论员

全国工信系统掀起学习贯彻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精神热潮

发挥基础创新策源地作用 为推进新型工业化贡献高校智慧和力量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落实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部署

本报记者 吴丽琳

2023年9月22日至23日，全国
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召开，习近平
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是首次以
新型工业化为主题召开的全国性会
议，对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新型工业
化作出了全面部署。

当前，全国工信系统掀起学习
贯彻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精
神热潮，工业和信息化部属高校围
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和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
部署要求，结合实际深入交流思想认
识、学习体会，进一步明确了努力方
向和落实措施。

各高校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
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
实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部署要
求，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充分发挥基础研究主力军和
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积极为推
进新型工业化、塑造新质生产力贡献

智慧和力量。

提升学科与产业发展

需求的契合度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新
型工业化聚焦未来人形机器人、元宇
宙、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这些专业
将成为产业急需。相关高校表示，将
进一步优化学科专业布局结构，提
升与产业发展需求的契合度，肩负
起助力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高质
量服务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
的重要使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表示，要牢牢
锚定推进新型工业化总体目标，贯彻

新发展理念，面向新型工业化做好前
瞻布局和服务支撑。要发挥学科牵
引作用，在巩固传统特色优势的基础
上，积极在基础、前沿、交叉，能源材
料、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智能网联、
医工交叉等新型工业化重点领域加
强体系化布局，为新型工业化提供技
术支撑；强化内涵主导的资源配置，
坚持学科、平台、团队一体化建设，加
快塑造新动能新优势；持续深化教育
教学综合改革，提高教育教学内容的
前瞻性，以科教协同平台为抓手强化
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全面提高学生面
向新型工业化的知识适应能力和实
践创新能力，加快培养能够适应和引
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卓
越人才。 （下转第2版）

封炉、通电、加热……在还原
炉中注入气态三氯氢硅和高纯度
氢气反应近百小时后，高纯度的
硅材料便被生产出来。煤基新材
料领军企业宝丰集团斥资约400
亿元布局的光伏产业链项目一期
硅材料工程正式投产。

而就在几个月之前，水牛乳龙
头企业皇氏集团，转让光伏相关公
司股权，从2022年高调宣布入局
光伏到草草离场，时隔仅仅一年。

自2022年以来，进军光伏领
域的企业命运出现分化：有的抓
住机遇、逆风翻盘，有的表现不
佳、铩羽而归。随着市场集中度
加大、壁垒逐渐升高，跨界追光者
正在演绎“进与退”的商业故事。

“进”：顺势而为

高歌猛进

钧达股份企业主营业务原为
汽车装饰，于2021年收购电池厂
商捷泰科技，转型进入光伏电池
领域。得益于电池端的利润修
复，钧达股份仅用一年时间便实
现业绩扭亏为盈，并跻身国内电
池片出货量前五名。

2023年前三个季度，钧达股
份实现营业收入 143.80 亿元，同
比增长近 1 倍，电池出货量达
19.55GW，居于行业前列。如今，
钧达股份已将原有的汽车饰件业
务置出，全面聚焦光伏电池，实现
主营业务彻底转型。

无独有偶，节能设备企业双
良节能只用了两年的时间，便成
为光伏领域的重要玩家。2021

年，双良节能因空调业务遇到天
花板，将目光投向光伏硅片领域，
当年3月，就启动了“包头40GW
单晶硅一期工程”。

随后，双良节能在硅片领域
一路狂奔，曾在2022年与光伏巨
头通威股份旗下的4家子公司签
订了高达 560 亿元的采购金额。
公开数据显示，自 2021 年以来，
双良节能签订的硅片销售订单总
量已高达千亿元级别。

双良节能称，光伏发电较其
他可再生能源相比可得性更强且
安全性有保障，市场前景广阔。
第三季度随着光伏市场回暖，硅
片业务盈利水平非常不错。

家电企业在光伏领域的表现
同样不俗。TCL 通过收购天津
中环集团，切入光伏行业上游硅
材料领域，成为全球最大的硅片
出货企业之一。创维集团则闯入
终端分布式光伏的开发、建设和
运维等环节。截至2023年9月底，
创维光伏累计建站发电超125.9亿
度，进入国内户用前三强。创维
集团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
新能源业务营业额达 121.34 亿
元，同比翻了近一番，逼近其主营
业务智能家电的营业额。

“家电企业跨界光伏赛道有
着天然的优势。”赛迪顾问物联
网产业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陈
丽告诉记者，光伏与家电产业规
模都达到万亿元级，而且在用能
侧与家电产业相通，两者都涉及
大规模制造、大规模零售、大规模
服务。

TCL从电视终端起步，延伸
到上游的显示面板、玻璃、硅料硅
片环节，建立起较完善的生态协
同和产业协同能力。（下转第3版）

本报讯 1月5日，工业和信息
化部召开部属高校新当选院士座谈
会，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院
士工作的重要论述，与院士专家就
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
网络强国深入交流。部党组书记、
部长金壮龙出席会议并讲话，部党
组成员、副部长王江平主持会议，总
经济师高东升出席会议。

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晋滨、
郭雷、蒋成保、陶智、姜澜、李惠，中
国工程院院士焦宗夏、王海福、赫晓
东、宋保维立足各自专业领域，分别
介绍了科技发展态势、科研项目进
展、创新成果应用等情况，就大力推
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加强科技
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部
属高校“双一流”建设、加强高层次
人才培养等提出意见建议。

金壮龙代表部党组向新当选院
士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习近平
总书记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强
调两院院士是国家的财富、人民的
骄傲、民族的光荣，对广大院士提出
了做好“四个表率”的殷切希望，这
为我们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
本遵循。希望新当选院士珍惜荣
誉、再接再厉，做胸怀祖国、服务人
民的表率，做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

表率，做坚守学术道德、严谨治学的表
率，做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表率，努
力成为战略科学家，在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中发挥更大作用。要胸怀

“国之大者”，以新型工业化重大需求
为牵引，瞄准基础核心领域和未来产
业发展制高点，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
域、探索新路径，打造更多“国之重
器”，有力支撑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要聚焦“后继有人”，坚持科教融
通、团队育人、产教融合，建设高水平
科研团队，以高质量科研培养高质量

人才，以高质量人才成就高质量科
研。要树立全球视野，立足国家发
展、放眼全球科技，引进国际优秀人
才，产出一流创新成果，引领支撑中
国制造在更多领域从跟跑、并跑到领
跑，为世界科技进步和增进人类福祉
贡献中国力量。

金壮龙强调，大力推进新型工业
化，离不开科技、教育、人才的战略支
撑。要充分发挥两院院士作用，支持
组建大团队、承担大项目、构建大平
台、产出大成果，加速科技成果向现

实生产力转化。要在研究重大理论、
谋划重大战略、编制重要规划、制定
重要政策、研制重要标准、推进重大
工程项目中，认真听取院士专家的意
见建议，不断增强决策的科学性。要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在政治上关怀
院士、工作上支持院士、生活上关心院
士，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
学和优势学科，为推进新型工业化、
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再立新功。

部属各高校、部机关有关司局主
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耀 文）

王弋王弋摄摄

十一部门开展

“信号升格”专项行动

本报讯 记者齐旭报道：近
日，工信部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开展“信号升格”专项行动
的通知》（以下简称《专项行动》），
提出加快弥补网络覆盖和业务服
务方面的薄弱环节，实现移动网
络（4G和5G）信号显著增强。到
2025年年底，超过12万个重点场
所实现移动网络深度覆盖、3 万
公里铁路和 50 万公里公路、200
条地铁线路实现移动网络连续覆
盖。5G 网络覆盖深度和广度持
续完善，5G 流量占比显著提升，
卡顿、时延等主要业务指标全面
优化等。

《专项行动》分别从加强重点
场景网络覆盖、加快重点业务服
务提升、强化资源要素高效协同、
促进监测评测水平提升等方面提
出了四大主要任务。

其中，在加强重点场景网络
覆盖方面，《专项行动》面向政务
中心、文旅、医疗机构、高等学校、
交通枢纽等11个重点场景，明确
提出了 2024 年和 2025 年的覆盖
目标。例如，到2025年实现全部
5A 级景区、国家一级博物馆，超
过3000个4A级景区、400个以上
国家二级博物馆的移动网络信号
覆盖和应用体验提升；到2025年
实现长度超过3万公里的高铁线
路、30万公里的国道和20万公里
的省道实现移动网络信号连续覆
盖；到2025年实现70%以上住宅
小区的移动网络信号覆盖和应用

体验提升等。
在加快重点业务服务提升方

面，《专项行动》部署了优化互联
网应用基础设施部署、完善互联
网业务感知关键指标监测分析、
加强新技术应用和产品方案研发
等任务。要求基础电信企业、互
联网企业、设备制造企业、终端企
业协同合作，加快面向网络质量
提升的上行增强、载波聚合等技
术攻关和产品研发；加快优化调
度算法，加强终端新技术试验，更
好适配网络协议，丰富5G终端供
给，满足多层次消费需求。

在强化资源要素高效协同方
面，《专项行动》部署了推进跨行
业规划衔接和标准落实、保障重
点场所通信基础设施建设通行
权、加强通信基础设施用能保障
等任务。鼓励各单位所属设施资
源免费向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开
放，提供建设运维便利，确保通信
基础设施建设通行权。

在促进监测评测水平提升方
面，《专项行动》部署了完善网络
质量评测体系和监测能力、强化
通信网络抗毁能力等工作。要求
基础电信企业加强网络运行监
控，优化相关网管系统功能，实现
网络运行状态实时监测、网络性
能动态管理、网络故障自动定位
及时处置；修订完善通信基础设
施建设标准，在灾害多发地区建
设超级基站，提升灾害多发地区
通信设施建设抗灾等级。

近日召开的全国工业和信息化
工作会议指出，2024年是实现“十四
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也是
全面落实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
部署的重要一年，要抓住改造升级传
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
局未来产业等重点任务，为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伟业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

我国已形成规模大、体系全、竞
争力较强的制造业体系，工业经济的
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2023年
1—11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2.3%、装备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6.4%。新能源汽车、
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快速
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达 109.1 万

辆。造船业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
继续保持全球领先。累计建设数字
化车间和智能工厂近万家，创建国家
级绿色工厂 5100 家，工业资源综合
利用效率进一步提高。

展望 2024 年，我们要巩固完整
产业体系优势，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
稳定，通过锻长板、补短板、强基础，
提升全产业竞争力。加快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
基础，也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
要领域。做强做优制造业，既要“顶
天”也要“立地”。我们要改造升级传
统产业，巩固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
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在已经
先行的领域保持领先，在重点先行的
领域突破创先，在追赶先进的领域进
位争先，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要聚焦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推动传统产业从
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

我国传统产业在制造业中占比
超过 80%，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
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直接关乎我国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局。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东向《中国
电子报》记者表示，推动工业高端化、
绿色化、智能化发展，一是深入推进
产业基础再造，聚焦核心基础零部件
与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业软件、
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开展
工程化、产业化突破。二是聚焦“双
碳”目标，建立低碳高效安全的多元
能源体系，持续推进绿色制造，逐步
提升能源有效利用率。三是以智能
制造为主攻方向，推进工业企业数字
化转型智能化升级，加快智能制造关
键技术突破和应用，加快工业互联

网、5G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高大上”的重大技术装备是

“顶天”的，起到基础支撑作用的产
业基础是“立地”的。在陈学东看来，
产业基础再造围绕核心基础零部件
与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先进
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工业“五
基”提升产业基础能力，是打赢产业
基础高级化攻坚战的必由之路。重
大技术装备攻关围绕具有技术集中
度和含量高、附加值高、带动性大等
特点的重大装备开展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是事关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
的重要战略举措。实施产业基础再
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是
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提升国家竞争力、保障国家安全、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保证和重
要引擎。 （下转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