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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专题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忠范：

石墨烯

是新质生产力

本报记者 姬晓婷

一 种 新 材 料
的发明，会带动传
统产业的升级换
代，甚至会创造一
个新的产业，因此
新材料自然也可
以被认为是新质
生产力。

“

”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

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
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
已成为 2024 年全国两会的热词。
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
刘忠范看来，石墨烯新材料也是新
质生产力，要使该材料真正推动产
业、经济发展，还有两步路要走。

刘忠范表示，材料是产业的先
导，也是产业的基础。一种新材料
的发明，会带动传统产业的升级换
代，甚至会创造一个新的产业，因此
新材料自然也可以被认为是新质生
产力。

而石墨烯材料何时才能实现规
模化量产、拉动产业增长？刘忠范
表示，当前石墨烯距离产业化还存
在许多挑战，今天的石墨烯材料从
质量上还无法支撑起石墨烯产业的
大厦。

因此，要将石墨烯材料产业发
展起来，还有两步路要走：

第一步要把材料培育好，第二
步要找到该材料杀手级的应用场
景。“所谓杀手级应用，就是离不开
石墨烯的应用场景。”刘忠范补充
道，“这个场景不是没有，而是还没
有找到，毕竟场景与材料的匹配需
要时间。”

关于石墨烯未来可能的应用场
景，刘忠范表示，石墨烯会有助于光
通信提高带宽和传输效率。石墨烯
是一种零带隙的半导体材料，电子
在其中的移动速度相较于硅基快
10倍以上。因此，基于石墨烯材料
的光通信技术，在理论上带宽高于
硅基10倍。

此外，刘忠范还介绍了石墨烯
可能给集成电路行业带来的影响：
大规模替代硅基是不现实的，但在
个别场景应用中，用以提升集成电
路性能，将有可能实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杨金龙：

推动新质生产力

需要基础研究储备

本报记者 姬晓婷

新 质 生 产 力
本质上是一种科
技创新，科技创新
的源头是基础研
究，如果能在基础
研究中找到新的
赛道，就能引领一
个新的产业。

“

”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创

新”多次被提及，提出要充分发挥创
新主导作用，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
创新。那么，创新的力量怎样才能
被发挥出来？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杨
金龙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
给出了两方面建议。

一方面，要持续进行基础研究
技术储备。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
一种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的源头是
基础研究，如果能在基础研究中找
到新的赛道，就能引领一个新的产
业。杨金龙介绍道：“我们当前在
做的工作有两个：一是分子器件，当
前半导体的单位还是纳米，而分子
的直径要小于1纳米，例如碳60的
直径是 0.7 纳米，用碳 60 做器件的
话，就有可能在单位面积内实现更
高的速度；二是量子计算。”这些方
面如果能够实现技术突破、实现产
业化，就会给当前的生产方式带来
很大的变革，因此基础研究仍然要
持续做。

另一方面，要给拔尖人才提供
特殊的“微环境”。“要做原创性基础
研究，就需要创新人才，尤其需要能
够长期坐‘冷板凳’进行创新的人
才。因此，国内自行培养拔尖人才
显得尤为重要。”杨金龙说道。

他认为，当前国内在拔尖人才
培养方面有所欠缺。我国的大环境
所做的是普惠教育，而拔尖人才的
培养则需要有特殊要求的“微环
境”。杨金龙说：“所以我们在学校
做了一些‘试验田’，在一些顶尖高
校试点。”

当前，产业的发展需要人才具
有较广的知识面和非常久的培养周
期。因此，杨金龙建议，要挑选一些
优秀苗子，本硕博连起来进行贯通
式培养，打通不同阶段的课程。

杨金龙同时建议，尖端人才
在培养过程中要与国家的战略科
研单位密切配合，在学习的不同
阶段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研究，以
此帮助学生在学习阶段了解国家
重大需求、了解学科前沿，以此开
拓人才视野，以实现更高层次的
创新。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韩雪松：

扛牢推进新型工业化“老工业基地”责任
本报记者 齐旭

黑 龙 江 省 将
聚焦科技创新、产
业链供应链优化
升级、智转数改等
重 点 方 向 ，推 进

‘五个加力’，加快
发展新质生产力。

“

”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厅长韩雪松在接受《中
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黑龙江
省作为全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牢
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
位，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产业安全的
重大政治责任，发挥具有较好资源
禀赋、良好生态环境、较强科研能
力、坚实产业基础和特殊区位条件
的“五大优势”，以省委省政府的名
义召开全省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
制定出台实施意见和配套措施，加
快构建“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坚
定不移推动工业转方式调结构，持
续完善产业科技创新体系，着力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韩雪松告诉记者，下一步，黑龙
江省将聚焦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
链优化升级、智转数改等重点方向，
推进“五个加力”，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认真落实“加快推进新型工业
化”部署，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
业贡献“龙江工业力量”。

一是聚焦新型工业化，加力在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上打造新
赛道。充分发挥科研优势和科技创

新增量器作用，强化企业技术创新
主体地位，加速构建产学研用协同
创新体系，推动创新链、资金链、人
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促进科研
成果在本地转化落地；鼓励企业和
高校院所“揭榜挂帅”，着力突破一
批“卡脖子”技术难题，带动提升龙
江制造业创新能力，打造更多有国

内外影响力的“龙江制造”品牌。
二是聚焦新型工业化，加力在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上构筑新优势。
坚持新老并举，加快构建“4567”现
代化产业体系，统筹补齐短板、拉长
长板、锻造新板，加快化工、食品、医
药等传统优势产业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改造，大力发展航空航天、高

端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
药、智能农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
瞻谋划深空、深海、深地等未来产
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塑造
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三是聚焦新型工业化，加力在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上
实现新突破。承接国家重点产业链
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聚焦先进发电
装备、大型燃气轮机、高端工业母机
等领域，推动整机、核心部件、关键材
料在龙江协同融合规模化发展，推动
更多“大国重器”长板企业、优势产品
进入“国家队”。

四是聚焦新型工业化，加力在
推动“智转数改”上培育新动能。用
好黑龙江省制造业和中小企业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20 条政策
措施，深入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行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行动、智
能制造试点示范行动，加快新一代
信息技术在制造业全行业全链条普
及应用。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深化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发展
壮大电子信息等产业，着力打造数
字产业集群。

五是聚焦新型工业化，加力在
推动绿色化发展上激发新活力。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厅长翟刚：

挺起经济大省工业“硬脊梁”
本报记者 齐旭

更 好 统 筹 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
和新兴产业培育
壮大，深入实施制
造业‘智改数转’
专项行动计划，打
造一批先进制造
业集群。

“

”

六大优势产业加快发展，制造
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基本稳定……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经济和信息
化厅厅长翟刚在接受《中国电子
报》记者采访时透露了四川今年工
业发展的预期目标。“四川在全国
经济版图、工业版图中的作用日益
凸显，将坚决担负工业大省使命责
任，主动挑大梁、扛大旗，化优势为
胜势、变潜力为实力，挺起经济大省
工业‘硬脊梁’。”翟刚表示。

翟刚告诉记者，四川战略位势
高，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中有以下优
势：一是工业底子好。四川经济总
量全国第五位、工业规模第七位，是
为数不多的拥有全部 41 个工业大
类、31 个制造业大类的省份，是全
国三大动力设备制造基地和四大电
子信息产业基地之一，工业对全省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4.5%。二是
科研能力强。有西部唯一的国家实
验室和 200 多个“国字号”创新平
台，大科学装置数量全国第三位，两
院院士67位，19所高校101个学科
进入全球高水平学科行列。高新技
术企业过万家，区域综合创新能力

居全国前列。三是能源资源多。清
洁能源装机量达1.1亿千瓦、占比近
九成，水电装机、天然气（页岩气）产
量全国第一位。

翟刚告诉记者，前不久，四川
省委、省政府召开“新春第一会”，
贯彻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部
署要求，强调推进新型工业化在四

川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战略地位，
动员全省上下坚持工业兴省制造强
省不动摇，化优势为胜势、变潜力为
实力，坚决挺起经济大省的工业“硬
脊梁”。

一是促进工业基础优势向产业
竞争优势转变，加快构建现代化产
业体系。更好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深入实施
制造业“智改数转”专项行动计划，
以标志性产品培育为抓手推动重点
领域补短板、锻长板、建新板，打造
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开展产业新
赛道争先竞速行动，培育壮大新能源
与智能网联汽车、无人机等新兴产
业，布局建设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
未来产业，培育新动能树立新优势。

二是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
新，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
地位。加大力度支持企业为主体、
应用和需求为导向的新型研发机
构，推动创新资源向高新区、高新技
术企业和高能级创新平台配置。实
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
备攻关工程，瞄准六大优势产业重
点领域集中攻关，力争取得一批原
创性、颠覆性技术成果，并及时应用
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让科技创
新这个“关键变量”成为新型工业化
的“最大增量”。

三是推动清洁能源、战略资源
高效转化利用，塑造绿色生产力新
优势。促进水风光氢天然气等多能
互补发展和高效开发利用，推动晶
硅光伏、动力电池等绿色低碳优势
产业发展，实施绿色制造工程。

奏响高质量发展“春之曲”

两会随笔两会随笔

姬晓婷

3 月初的北京，空气中还有一
丝冬天的凉意。代表委员们走进北
京人民大会堂，赴一场春天的盛会。

作为上会记者，我和同行们一
路小跑，“冲”进会场，捕捉这场盛大
聚会上的新鲜气息。同时，我还带着
一个问题：2024 年，我国的工业经
济如何高质量发展？

在今年两会的“部长通道”上，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给出一
组令人骄傲的数据：2023 年，我国
全部工业增加值接近40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 31.7%。我国制造业规
模在全球占30%以上，连续14年位
居全球第一。

对于困难，金壮龙也没有回避：
我国工业正处于由大向强、爬坡过
坎的关键时期，还有很多短板弱项
要解决。

如何保持工业经济稳健向好，
怎样推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我
在采访中寻找答案。

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人
工智能+”被寄予厚望。

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来自传统
行业，自1993年首次当选全国政
协委员以来已经连续七届参加全
国两会。而现在，他看到了人工智
能带来的新可能。他说：“不论是
传统企业，还是科技型企业，用人
工智能来武装企业，指挥、引导、
推动企业管理改善，都是必须的。
今天不做，明天也得做。”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
院士钱锋指出，人工智能要赋能
新型工业化，核心不在于人工智
能，而在于把握产业需求。这其中
人工智能只是工具和手段，关键
在于搞清楚制造业的需求、难点
和短板是什么，并把人工智能技
术与其紧密结合，寻求破解之路。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计
算机系主任兼人工智能学院院长
周志华也给出了相似的答案。他
建议，要形成人工智能算法、数
据、算力的合力，并将人工智能技
术与具体工业场景充分结合。

“绿色”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的底色，不仅能盘活产业存量，还
能带来新的增量。

全国政协委员、沈阳鼓风机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姜
妍告诉我，当前全国上下鼓励生
产绿色化、低碳化，这也给集团的
鼓风机业务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她们的产品卖到了氢能、储能等
新能源市场。绿色化的产业发展，
既实现了本业务存量，也给上游
产业带来了增量。

数字经济是未来的制高点，
一定要把握先机。

全国政协委员、山西数据流
量谷董事长贺晗介绍了挖掘数据
要素价值的重要性。他表示，挖掘
数据要素，帮助企业看到了数据的
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数字平
台、打造了重卡换电项目，追加投
资超百亿元。在委员驻地，他向我
讲述了通过挖掘数据要素价值，1
元的投入能够带来8.2元的产出。

关于工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代表委员们的建议扎实且务实。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
院士邓中翰说，要从技术底层发
力，抓住后摩尔时代难得的发展
机遇，注重资金保障和产业生态
建设，不断丰富产品形态、优化生
产工艺、提升技术水平，从而提高

核心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量子信

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郭国平表示，我国
应重点把握时代机遇，培育量子计算茁
壮成长的良好政策土壤，推进量子赋能、
商业合作新模式的探索，增强科技创新
硬实力。

关注人形机器人未来发展的全国政
协委员、芜湖机器人产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许礼进，对记者说，
要围绕智慧“大脑”、敏捷“小脑”、强健

“肢体”和智能“感官”四个方向，凝聚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和优势创新资源，组建
场景驱动的人形机器人技术中试基地，
加快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的落地转化。

与全国两会各位代表、委员共话未
来发展之后，我脑海中关于2024年工业
经济的发展蓝图的轮廓变得更加清晰。

随着全国两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后闭幕，代表委员们走出北京人民大会
堂，沐浴在温煦的阳光里，信心满怀。融
融春光里，大家步履轻快、意气风发，向
着新型工业化的美好未来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