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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优化重大科技创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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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乐观看待出口屡超预期
宏观经济的加快恢复及未来的长期向好，为外贸出口屡超市场预

期提供了有力支撑。客观上看，当前出口维持在较高水平，有利于推动

外贸领域结构性改革的落地实施，助力外贸在促稳提质中实现高质量

发展。

朱慧卿作（新华社发）

继 3 月份出口同比增长 14.8%、出

口规模创历史新高后，4 月份我国出口

再次以 8.5%的较高增速，大超市场预

期。受此影响，4 月份我国贸易顺差同

比扩大至 902.1 亿美元，成为我国外贸

历史上第五个单月顺差超 900 亿美元的

月份。

今 年 以 来 ， 随 着 国 内 疫 情 平 稳 转

段，复工复产加快推进，我国经济运行

进一步企稳回升，生产和需求逐步改

善，制造业明显恢复增长。宏观经济的

加快恢复及未来的长期向好，为外贸出

口屡超市场预期提供了有力支撑。具体

来看，除了低基数等技术性因素外，以

下原因要重点加以关注：

前 期 积 压 出 口 订 单 集 中 释 放 ， 是

近 期 出 口 持 续 高 位 运 行 的 直 接 原 因 。

从 今 年 2 月 中 下 旬 起 ， 国 内 进 出 口 开

启正增长通道，带动了外贸整体增速

由此前的微降转为增长，贸易规模更

是 稳 中 有 增 。 特 别 是 进 入 3 月 份 以

来，与出口相关的生产供给修复明显

加快，产业链供应链运转效率显著提

升，这一效应在 4 月份出口市场上得

到延续。

贸易多元化拓展，有效对冲了外需

回落造成的不利影响。在稳住传统外贸

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挖掘拓展新兴市

场，是我国外贸出口较快企稳回升的根

本原因。近年来，我国借助 RCEP、共

建“一带一路”等战略举措，持续拓展

国际市场，成功通过亚非拉市场的出口

增长，弥补了欧美地区的需求下滑。特

别是中欧班列、中老铁路、西部陆海新

通道等持续发力，贸易便利化水平大幅

提升，为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经贸往来

注入了新动能。

外贸新动能稳中加固，对出口市

场的稳中向好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

来，面对西方国家“脱钩断链”等高

压紧逼，我国制造业危机意识不断增

强，倒逼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突出表

现在制造业总体竞争力加快提升，出

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一季度，制造

业中新优势产品出口表现亮眼，电动

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新

三样”产品合计出口增长 66.9%，同比

增量超过 1000 亿元，拉高了出口整体

增速 2 个百分点。4 月份，附加值较高

的 机 电 产 品 出 口 额 继 续 保 持 两 位 数

增长。

如果仅从相关数据看，我国出口表

现确实是“风景这边独好”，但在全球

经济疲弱、外需不振的背景下，随着前

期积压订单集中释放效应的消退，以及

去年同期对比基数逐步走高等多重因素

的叠加作用下，我国外贸进出口将面临

更多的压力和挑战。正如业内专家所分

析，近期出口持续超预期，其背后内涵

及市场逻辑已经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

同，这意味着市场各方必须及时作出调

整，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出口增速下滑、

规模缩减等问题。

针对外贸领域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决 策 层 近 期 已 作 出 全 面 部 署 。 4 月 25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推动外贸

稳规模优结构的意见》，从强化贸易促

进拓展市场、稳定和扩大重点产品进出

口规模、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加快

对外贸易创新发展、优化外贸发展环境

等六大方面提出 18 条具体措施，以期用

政 策 “ 组 合 拳 ” 助 力 企 业 稳 订 单 拓

市场。

客观上看，当前出口维持在较高水

平，有利于推动外贸领域结构性改革的

落地实施，助力外贸在促稳提质中 实

现高质量发展。但也要看到，当前外

部环境依然严峻复杂，贸易前景继续

承压，尤其是外需不振、地缘政治冲

突等，给我

国外贸增长

带来了更多

不确定性因

素 。 总 体

看，实现全

年外贸促稳

提 质 目 标 ，

仍需付出艰

苦努力。

在国新办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

相关负责人指出，我国创新指标在全球排名已经

从 2012年的第 34位跃升到 2022年的第 11位，顺利

进入了创新型国家行列。我国科技实力的显著增

强，为下一个阶段我国迈向创新型国家打下了基

础。如何进一步优化重大科技创新布局，提升我

国的科技实力，意义重大。

当前，随着党中央加强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

一领导，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统筹布局将持续得

到强化。这更加有利于我们在恪守定位、履行使

命的基础上，以国家战略科技任务为牵引，聚焦复

杂科技目标，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同时，这也打破

主体、领域、行业等界限，避免各自为战、低效竞争，

真正形成强有力的系统集成、协同作战能力。不

久前印发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提出加

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组建中央

科技委员会，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这是党中央、

国务院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和科技发展需要作出

的重大战略决策。

不过，眼下我国面临的国际科技竞争和外部

遏制打压形势依然严峻。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

赢得更多的主动权、优先权，亟需进一步加强我国

科技创新的顶层设计、系统谋划，不断优化重大科

技创新布局，把有限的资源聚焦到最重要、最急需

的科技任务上，集中力量、加速突破。

优化重大科技创新布局，需要重点回答好“干

什么”和“谁来干”这两个问题。“干什么”主要涉及

科研选题布局。科研选题是科技工作首先需要解

决的问题。方向对了，才可能事半功倍。“谁来干”

则需要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定位与布局，坚

持“四个面向”，统筹发展和安全，兼顾当前与长远，

真正解决实际问题。

立足当前，就是要从国家亟需解决的问题出

发，围绕保障粮食、能源和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加快攻克“卡脖子”难题。比如，集成电路领域的

EUV 和 DUV 光刻机关键技术、EDA 基础软件等，

能源资源领域的油气勘探开发、战略性矿产资源

增储利用技术等，生物技术领域的重要工业菌种、

高端试剂和高端医疗设备等。这几年，我国持续

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中端技术突破上已经

初见成效，但高端技术差距仍然显著，一些重要领

域的技术经济安全风险仍存，亟待补齐短板。

着眼长远，就是要在事关未来发展的战略性

领域，以抢占科技制高点为目标，前瞻部署更多颠

覆性变革性技术，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比如，在集成电路领域，除了“延

续摩尔”补短板，更要“超越摩尔”实现换道超车，加快对非硅、非冯芯片、光电

子芯片、量子集成电路等系统部署；在粮食安全方面，要加快从育种 2.0 和 3.0

迈向育种 4.0 时代。只有在未来技术发展上抢夺了先机，才能真正为我国实

现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

进一步而言，我们遇到的许多重大科技问题，难以依靠某一个创新单元

独自解决，需要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不同战

略科技力量分工合作、协同发力。比如，制造光刻机更多需要企业来“出题”

“答题”，但是光刻机组装涵盖上十万个精密零部件，底层技术涉及多个学

科，其中光学光源等一些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离不开国家科研机构等力量

的长期积累和底层原理支撑，对此须采取建制化科研组织方式，实现跨机

构、跨学科、跨团队深度合作，推动我国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为充分发挥医疗救助托底保障作
用，北京市医保局近日会同相关单位，
陆续出台了《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
保险和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关于进
一步做好因病致贫重病患者家庭医疗
救助工作的通知》等医疗救助惠民措
施。相关政策的出台，将进一步健全北
京市医疗救助制度，减轻困难民众的医
疗费用负担，守好不发生因病致贫的底
线。通过实现医疗救助全面覆盖北京
市户籍人员，基本医保报销范围内个人
负担的门诊和住院医疗费用，全部纳入
北京市医疗救助保障范围，进一步增强
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形成与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有效衔接的三重制度综合
保障。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