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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寿：

在新材料领域培育新质生产力意义重大

本报记者 齐旭

在米粒大小的硅基材料上刻一
首古诗，借助技术创新的最新成果，
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已成为现
实。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科学技
术协会主席吕国范向记者介绍，这
项关于超硬磨具研发的关键技术
已经从实验室走入企业车间，应用
于生产一线，成为一项实实在在的
新质生产力。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推
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列为首项任务。新质生
产力催生新生机，在当前经济新旧
动能转换之际，高质量发展成色十
足。新质生产力“新”在哪里，有
何具体任务，如何布局……围绕这
些问题，两会代表委员向“新”而
行，积极建言献策。

既要“从0到1”的原始创新

又要“从1到100”的产业化落地

科技创新成果的孵化，是许多
“从0到1”式突破不断涌现的过程。
但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既
要重视“从0到1”的原始创新，也要
重视“从 1 到 100”的产业化落地。

“一项技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
历 程 ，便 是 以 科 技 创 新推动产业

创新的生动实践。”吕国范说道。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立在接受
《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新质”重点体现在科技创新这个
核心要素上，而生产力则是落实到
产业层面的能力。以科技创新推
动产业创新，关键是要及时把创新
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

要想让创新成果转化为新质
生产力驱动产业升级，就要统筹产
学研用合作“接力跑”。全国人大
代表、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贾少谦表示，让科技创新的
种子真正成长为参天大树，要充分
发挥行业龙头企业的创新引领作
用，支持产业链“链主”企业牵头组
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加快共性技术
研发供给，让更多科技成果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满足国家需要和
市场需求。

贡献“最强大脑”，广大中小科
技企业当仁不让。“中小企业是科技
创新的主体，也是技术推广应用和
产业升级的主体。”全国政协委员，
奇安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齐向
东认为，应构造科技类龙头企业+中
小企业协调联动的发展新业态。支
持中小企业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战略
任务和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制
造业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建设，鼓
励专精特新企业“卡位入链”，提升
产业链整体效能。

“目前在我国新材料、新技术、
新产品的导入应用还存在机制性阻
碍。”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
士彭寿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

（下转第5版）

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将进一步巩固和增强

本报讯 记者卢梦琪报道：3
月6日下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举行经济主题记者会。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栅洁在
会上表示，今年将 5%左右作为中
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党中央、
国务院在综合平衡基础上兼顾当
前和长远、需要和可能提出的，是
经过科学论证的。这一目标符合

“十四五”规划的年度要求，与经济
增长的潜力基本匹配，是一个积极
向上、奋力一跳能够实现的目标。

郑栅洁表示，今年的经济形势，
既要看“形”，又要看“势”。一是看

“形”，2023年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预
期目标圆满完成，“稳”“进”“好”特
征突出，可以从“三个新”来看。

第一个“新”是从总量指标看，
经济恢复回升又有新成效。经济
增长方面，去年前低中高后稳，全
年增长5.2%，比上年提高2.2个百
分点。

第二个“新”是从结构指标看，
经济结构调整又有新进展。高技
术制造业投资增长9.9%，比制造业
整体投资增幅高3.4个百分点。高
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1.4%，比服
务业整体投资增幅高11个百分点。

第三个“新”是从质量指标看，
经济发展质量又有新提升。科技
创新方面，研发经费投入3.3万亿
元，强度达2.64%，比上年提高0.08
个百分点，同时重大创新成果不断
涌现。新动能方面，去年中国新能
源汽车产销量达950万辆，增速超
过 35%；锂电池产量增长 25%；光
伏电池产量增长54%；“新三样”出
口增长近30%，其中新能源汽车出
口120多万辆，增长77.6%，出口量
稳居全球首位，带动新车出口数量
跃居世界第一。

郑栅洁表示，二是看“势”，
2024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
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将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不论是从
经济发展的短周期还是长周期看，
我们都有强有力的支撑，具体可以
从四个方面来看。

第一，发展基础更为坚实，新
发展格局正在加快形成。

第二，宏观政策继续加力。
在去年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
系统打出“组合拳”的基础上，
今年我们还将进一步加大调控力
度，强化财税、货币、就业、产
业、区域等政策统筹协调，综合
施策形成合力，在强实体、促消
费、扩投资、稳外贸等方面持续
发力，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发行使用超长期
特别国债等增量政策，加上前期
实施的增发国债、降息降准、减
税降费等政策效应持续发挥作
用，这些都将为经济平稳发展提
供强大的宏观调控政策供给。

第三，各地发展更加积极有
为。我们梳理了各地今年经济发
展预期目标，有 25 个省份的经济
预期增长目标高于去年实际增速，
有23个省份高于全国水平。全国
上下聚焦高质量发展，干事创业积
极性、主动性都在不断增强。

第四，向好因素不断累积。开
年以来，中国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
势。实物量等先行指标较快增长，
前 2 个月全国统调发电量同比增
长 11.7%，工业用电量增长 9.7%。
文化、旅游、餐饮等消费旺盛，春节
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人次同比
增长34.3%，按可比口径较2019年
同期增长19%。2月份，制造业企
业 生 产 经 营 预 期 活 动 指 数 为
54.2%，非制造业业务活动预期指
数为 57.7%，持续位于扩张区间。
综合分析，第一季度有望实现良好
开局。

郑栅洁指出，我们也清醒看
到，在实现预期目标过程中，还
将面临不少困难挑战，比如外部
环境可能更趋复杂严峻，全国统
一大市场建设还存在一些突出问
题，部分行业竞争异常激烈，一
些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困难，部分
领域还存在风险隐患。这些问题
都是前进中的问题，都可以在发
展中解决。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加快新材料产业发展’。新材料是
战略性、基础性产业，在新材料
领域培育新质生产力意义重大。”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建材集团首席科学家彭
寿在接受 《中国电子报》 记者采
访时表示，对于新材料产业来
说，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是发展命
题，也是创新命题，要以前沿创
新、产业创新、模式创新引领新
质生产力，同时还要做好新材
料、新技术、新产品的转化应
用，让新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

“三个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

彭寿告诉记者，新材料关乎国
民经济的“基本盘”，新材料产业产
值超 7 万亿元，GDP 占比接近 6%，
直接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新材料是现代产业体系的支
撑，2023 年，国家全力开展新材料
领域新一轮体系布局，新材料基本
涵盖所有战略领域布局；新材料还
是未来科技竞争的关键，2023 年建
材行业开展超级材料“揭榜挂帅”，
明确新材料在国防现代化、极端环
境、高端装备、前沿领域等前沿场景
需求中的重要性，新材料将是未来
大国与科技竞争的制高点。

新质生产力涵盖知识、技术、管

理、资本和数据等新要素体系，具有
先进性、系统性、复杂性等典型特
征。“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是发展命
题，也是创新命题。”彭寿表示。

以新材料领域为例，一是应坚持
以前沿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前沿
技术是布局未来产业的“活水源头”，
当前，工信部正在积极布局人工智
能、人形机器人、元宇宙、下一代互联
网、6G等未来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
离不开材料技术的引导支撑。比如，
我们创新“能源+通信”前沿交叉，实
施开展5G信号透射增强发电玻璃研
究，在建筑发电的同时，能够实现更
大带宽、更高速率、更低时延的高频
通信信号增强，并开展技术、材料、场
景体系化布局，助推拓展能源与信息
空间，实现关键领域引领发展。

二是要坚持以产业创新驱动
新质生产力。以应用为导向的产
业创新，是新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的关键。要持续强化应用
型创新平台建设，加大对制造业创
新中心的支持力度，在关键材料、
重大装备、工业软件等关键领域建
设一批试验验证平台、中试平台及
质量标准平台，通过应用研发—概
念验证—成果中试—成果转化—
质量评价等全过程能力建设，不断
提升产业基础与产业素质水平，保
障我国关键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三是要坚持以模式创新壮大
新质生产力。充分把握数据新生
产要素的价值提升，发挥我国海量
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

（下转第5版）

新质生产力催生新生机

习近平在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

强化使命担当 深化改革创新 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
新华社北京 3月 7 日电 （记者张汨汨、梅常

伟）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7 日下午在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新兴
领域战略能力是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重要组成部
分，关系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关系国家安
全和军事斗争主动，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要强化
使命担当，深化改革创新，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
略能力。

会上，来自海军的艾迎春代表、来自战略支
援部队的吴升艳代表、来自南部战区的乔莎莎代
表、来自战略支援部队的何雨帆代表、来自军事
科学院的姚党鼐代表、来自陆军的郑金代表依次
发言，就推进海洋态势感知能力建设、提高网络
空间防御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应用、加强太空资
源统筹管理使用、加强新兴领域标准通用化建
设、创新无人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等方面问题提
出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认真听取每位代表的发言，不时同他们
互动交流。在 6 位代表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
话，重点围绕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提出要求。他
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统筹推进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新型作战力量发展，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
党的二十大后，党中央从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局出
发，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为新兴领域
战略能力建设提供了难得机遇。要乘势而上，把握
新兴领域发展特点规律，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
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

习近平强调，要突出发展重点，抓好新兴领域
战略能力建设有关战略和规划落实。要统筹海上军
事斗争准备、海洋权益维护和海洋经济发展，提升
经略海洋能力。要优化航天布局，推进我国航天体
系建设。要构建网络空间防御体系，提高维护国家
网络安全能力。要加强智能科技重大项目统筹实
施，加大先进成果应用力度。

习近平指出，新兴领域发展从根本上说源于
科技的创新和应用。要增强创新自信，坚持以我
为主，从实际出发，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原始创
新，打造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增长极。要把
握新兴领域交叉融合发展特征，加强集成创新和
综合应用，推动形成多点突破、群体迸发的生动
局面。

习近平强调，要把新兴领域改革作为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突出出来，构建自主自
强、开放融合、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更好推进
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要健全完善需求对接、
规划衔接、资源共享等方面制度机制，走好标准
通用化路子，提高新兴领域发展整体效益。要以
加快新质战斗力供给为牵引，深化国防科技工业
体制改革，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健全先进技
术敏捷响应、快速转化机制，构建同新兴领域发
展相适应的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要更新思
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
模式，充分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主
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
东，中央军委委员刘振立、张升民参加会议。

3月7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
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刚摄

本报记者 齐旭 姬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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