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深圳、杭州、宁波等 16 个城

市将在 2013年年底前正式商用 4G 网络。

（新华社发）

通过推广优良品种、进行测土施肥、提倡秸秆还田

等科技入户措施，农民依靠技术力量提高了粮食产

量。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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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 年北京科技周上，“蛟龙”号深潜器等高科

技成果首次亮相。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企业更加重视科技研发和科技队伍建设。图为首

钢京唐二冷分厂镀锌作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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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即 将 过 去 ， 在 这 一 年 里 ，

中国科技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无

论是载人工程的太空课堂，还是探月

工程的嫦娥落月，无论是量子反常霍尔

效应的发现，还是世界第一张氢键照片

的拍摄⋯⋯，这些成绩都凸显了中国科

技实力的进步，都凝聚着中国科技工作

者的智慧与汗水。不过，回顾今年科

技界的桩桩大事，在党的十八大报告

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后的

第一年里，被提及率最高的还是——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科技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 30 年。

我们从上世纪 80 年代启动科技体制改

革，30 多年里，中国的科技实力经过

翻天覆地变化后得到非常大的发展，已

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科技大国。这

些成绩是一些有偏见的人士不愿意看到

并极力否定的。所以，充分肯定这些年

的科技发展成就十分必要，有助于我们

以更大的决心和信心推进后续改革。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正在全球孕育兴起，如果没有关键的原

始创新成果，我们很难抓住这次机遇。

对各国而言，新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变

革，抓之前面临挑战，抓住了就是机

遇。迅猛发展的全球产业变革与我国的

转方式调结构形成了历史性交汇，抓住

这个机遇，我们就可能在成功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的同时，实现向全球产业链高

端的攀升。

但与把握好全球产业变革重大历

史机遇的需求相比，我国技术创新市

场导向机制还只是初具雏形，仍面临

着企业创新能力不强、市场机制不完

善等问题。近日发布的 《中共中央关

于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若 干 重 大 问 题 的 决

定》，就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部分

提出，要“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

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

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

的导向作用”。

科技面向未来，经济着眼现在。科

技与经济这两张皮靠什么黏合？答案就

是靠市场，单纯的科技创新不能解决科

技和经济相结合问题。我们需要全面深

化的改革，不仅是需要深化科技改革，

还需要深化经济改革，并且要把这两个

领域的改革结合起来。

我们应该相信，市场通过竞争，一

定能把有市场前景的科技成果筛选出

来。政府的作用则是通过制定政策、提

供服务，创造一个创新的环境。我们应

当发展出更多市场化的科技中介组织，

否则科技和经济的结合就是一句空话。

因为当前有这么大量的科技成果，这么

大量的企业需求，仅靠政府是无法把他

们完全适配到一起的。

当然，经济有经济的规律，科技

有科技的规律，必须遵循两个规律来

寻找解决方案。在利用市场手段促进

科技与经济相结合时，我们还必须注

意将基础科学和前沿科学研究与应用

技术研究区分开来，给予它们不同的

评价标准和激励手段。科技规律的重

要特点就是它的不确定性，要经过很

多失败才能取得成功，不能用管理工

程的方法来管理基础科学、前沿科学

研究。

总之，我们期待在新的一年里，大

家能深刻认识到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

机制的重要作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

相关重大举措能得到全面落实。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科技支撑，打造出中

国经济的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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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鼓励原始

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

机制，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

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

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建立产学研协同

创新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

位，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

业创新活力，推进应用型技术研发机构市场

化、企业化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下载一部高清
电影只需几分钟，下
载一首 7M 大小的
高品质歌曲不到 1

秒⋯⋯，“嗖嗖地”，这是不少4G用户网络
体验最直观的感受。颠覆性的上网速度在
4G时代更为凸显，TD-LTE的理论速度
是100Mbps，下载峰值是12.5MB/S，是
3G网速的10余倍，能够满足几乎所有用
户对于移动上网的需求。

专家预测，以高速率的网速为基

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及当下备受关
注的车联网等应用，都会插上 4G 的翅
膀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可以设想一
下：回家路上，我们用手机提前打开空
调，回到家就可以如愿享受舒适的生活；
在异国他乡旅游时，人生地不熟不用害
怕，使用手机便可实景导航；像科幻电影
中呈现的那样，戴一副墨镜你就能上网
聊天查资料⋯⋯。正如业界展望的，
高速率、低延时、随时在线的4G网络带
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飞一般的感觉，还将

为我们提供更加丰富的个性化服务。
我国通过“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

通信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实施，
重点突破了 TD-LTE 核心芯片等关
键技术，扎实推进研发产业化，基本
形成了涵盖系统、终端、芯片、仪表
的 完 整 产 业 链 。 在 TD-LTE-Ad-
vanced 标准研究过程中，我们还采用
了“前后台”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
模式，促进国内制造企业、高校、研
究机构和运营企业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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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外交”成
为 2013 年 我 国 对
外交往的一大新亮
点 。今 年 10 月 以

来，李克强总理在世界多个国家相继
推介中国高铁，亲自吹响了中国高铁
驶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号角，中国高铁
已成为共和国闪亮的外交名片。

从 2008 年 中 国 首 条 高 速 铁 路
——京津城际高铁运营通车至今，中
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发展最
快、系统技术最全、运营里程最长、运

营速度最高、产品性价比最优的国家。
中国高铁在时速 350 公里、380 公里技
术等级上已攻克了一系列世界性的技
术难题，如长时间高速运行的安全性、
可靠性和稳定性等。中国高铁在几代
人的不懈奋斗下，经历了从独立开发
试验列车，到通过引进获得成熟整车
经验，再到在新经验基础上自主研发
全新整车的不平凡历程，走过了一段
从制造走向创造、从探索走向突破、从
追赶走向引领的崛起之路。

目前，中国大陆已运营高速铁路

超过 1 万公里，在建高速铁路大约 1.2
万公里。高铁带动了沿线区域经济的
发展，特别是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和转
移，促进人口流动、推动城镇化进程。
根据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至
2015 年年底，中国将建成 42 条高速铁
路客运专线，基本上建成以“四纵四
横”为骨架的全国快速客运网，总里程
将超过 16000 公里。预计到 2020 年，
由高速铁路、城际铁路为主体的快速
客运网将达到 5 万公里以上，覆盖全
国绝大部分 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中 国 高 铁 后 发 先 至
本报记者 佘惠敏

从 6 月 5 日到 9
月 19 日，“蛟龙”号
2013 年试验性应用
航次，先后前往中

国南海等区域开展下潜作业，标志着
举世瞩目的“蛟龙”号开始了从试验阶
段向常态化业务运行的“蜕变”。12 月
14 日 21 时，嫦娥三号探测器准时发
射、精确入轨、月面安全着陆、可靠分
离、成功巡视，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
第三个实现地外天体软着陆的国家。

嫦娥不辱使命，第一次实现我国
航天器在地外天体巡视勘察；第一次
实现对月面探测器的遥操作；第一次
研制我国大型深空站，初步建成深空
测控通信网；第一次在月面开展多种
形式的科学探测；第一次实现探测器
在极端温度环境下的月面生存⋯⋯。
嫦娥三号圆满完成任务，向世界表明
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第二步战略
目标的全面实现。

蛟龙不负众望，历时 113 天，共执

行 21 次下潜任务，首次搭乘科学家开
展实验性应用，圆满完成了 11 次 CTD
采水、4 次多管地质取样等深海调查作
业，获取了大量、精细的海底地形资
料。“蛟龙”号的顺利返航，向世界表明
我国已经具备了搭载科学家进行多学
科、多领域深海科学研究的能力。

嫦娥奔月、蛟龙巡海，我国航天
人、深海人用他们的创新智慧和辛勤
汗水谱写了我国深空深海探测史上的
壮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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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发展。

2013 年 1 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强化
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意
见》，明确提出以深入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为重要
抓手，全面推进企业技术创新工作。

今年 7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考
察工作时强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
活力”，“要坚决扫除影响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体制障
碍”，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出了殷切期望。

2013年 9月 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为题的第九次集体学习，政治局委员
们走出中南海，把“课堂”搬到了中关村。因为中关
村示范区去年为北京 GDP 的增长作出了 25%的贡
献，“中关村现象”有力地诠释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对于当今中国转型发展的重要作用。

2013 年 11 月 15 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发布，在“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部分中提出，要“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
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健全
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
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
向作用⋯⋯”

为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我国已在国民经
济重点行业遴选 676 家创新型企业，带动省级创新型
企业 8400 多家；在有条件的行业骨干企业组建了 99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 313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认定了 887 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夯实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基础；加大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支
持力度，2013 年基金规模达到 47 亿元；支持企业承
担重大科技项目，其中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52.3%、
863 计划 38.7%、科技支撑计划 40%以上的项目(课
题)均由企业牵头实施。

科技支撑发展，创新引领未来。随着科技创新能
力的不断增强，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从 2001 年的 39%
提高到目前的 51.7%，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

用不断凸显。 （惠 敏）

体制机制改革

成果初步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