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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机接口从梦想照进现实

2023 年多地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

□ 本报记者 熊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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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价高企影响几何

本报记者

童

政

白糖价格从 2023 年年初

开 始 上 涨 ，在 9 月 份 创 下

7600 元/吨的高点，随后新榨

季出现小幅回落，但仍保持在

较高水平。糖价高位运行是

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这为

产业加速转型升级、应对未来

风险挑战创造了条件。另一

方面，由于糖价上涨带动原料

收购价格上涨，制糖企业面临

的成本压力也有所提升。

脑机接口 （BCI），指在人类大脑与外

部设备之间创建直接连接，实现大脑和计

算机之间直接通信。近日，国际国内两条

科技新闻，让“脑机接口”这个电影中经

常出现的科幻概念照进现实，引发大众

关注。

美国知名企业家埃隆·马斯克 1 月 29

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宣称，旗下脑机接口公

司“神经连接”已于 28 日为首位人类患者

植入了脑机接口芯片，植入者恢复良好，

已检测到脑电信号。

短短数小时后，清华大学与首都医科

大学宣武医院联合研究团队也宣布了脑机

接口技术重大突破：首例无线微创脑机接

口临床植入试验已于 2023 年 10 月 24 日完

成。患者脊髓损伤、四肢瘫痪多年，经过

术后 3 个月康复训练，已实现自主喝水等

脑控功能。

两条新闻相继发布，令人振奋，也引

发思考。振奋在于：脊髓损伤等脑疾病患

者从此有了新的康复路径。思考在于：二

者技术路线有何区别？何时能实现商业化

落地？

从技术难点看，脑机接口面临突破，

但远未成熟。

脑机接口分为非侵入式、侵入式、半

侵入式三类。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早就做成

可穿戴设备，通过头皮采集脑电波，已有

商业应用，安全性最高，但信号质量低，

功能有限。马斯克领导的“神经连接”公

司相关产品为侵入式，直接将电极植入大

脑皮层，可获得最高质量的神经信号，但

对患者来说创伤大、风险高。我国的无线

微创脑机接口为半侵入式，将处理器植入

患者颅骨内、大脑硬膜外，不破坏神经组

织，可获得较高信号强度和分辨率，同时

降低了免疫反应和愈伤组织的风险。

可以看出，三类技术路线中，侵入式

最激进，半侵入式是折中，非侵入式门槛

最低。在侵入式脑机接口领域，全球还没

有被批准的商业产品。侵入式和半侵入式

脑机接口临床试验的开启，本身就说明脑

机接口技术正突飞猛进。但要注意的是，

对人类而言，大脑仍是认知的“黑洞”。

脑机交互主要停留在捕捉运动脑区神经信

号、实现条件反射的层级，还不能实现真

正的意念交流，远未达到读心术层级。如

果有人夸大脑机接口功能来炒概念、博眼

球，值得警惕。

从产业前景看，脑机接口未来可期，

但风险也显而易见。

脑机接口是下一个生命科学和信息技

术交叉融合的主战场，是国家支持、前景

远大的未来产业。在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

等 7 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推动未来产业

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中，“脑机接口”

被列入未来产业十大标志性产品，明确要

“突破脑机融合、类脑芯片、大脑计算神

经模型等关键技术和核心器件，研制一批

易用安全的脑机接口产品，鼓励探索在医

疗康复、无人驾驶、虚拟现实等典型领域

的应用”。这为脑机接口的发展指明了重

点和方向。

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脑机接口

产业联盟发布的 《脑机接口技术发展与应

用研究报告（2023 年）》统计，截至 2023 年第

一季度，全球脑机接口代表性企业超 500

家；相关企业活跃在 40 余个国家，美国和

中国的企业数量均破百，处于全球第一梯

队。这说明中国发展脑机接口这个未来产

业，已存在较好的现实基础。

目前，脑机接口产业仍处于发展初

期。一方面，上游设备尚未实现标准化量

产，大量技术不够成熟，要前瞻布局以免

错失未来机遇；另一方面，该产业技术挑

战大、安全风险高，要审慎评估可能出现

的科研伦理风险、制定相关监管规范，确

保科技向善、造福社会。

脑机接口为

我们打开了脑世

界的大门，门后

既 有 灿 灿 金 光 ，

也 有 黑 洞 迷 雾 。

摘取这个新世界

的金苹果，需要

敢 于 创 新 的 勇

者，也需要聪敏

谨慎的智者。

截至 1 月 30 日，全国 31 个省（区、市）的

2023 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关数据

已全部出炉。从各地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和

地方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情况看，面对外部

压力和内部困难，各地全力做好稳增长、促

改革、保民生等各项工作，“稳”的基础不断

夯实，“进”的力量加速积聚。

经济大省“顶梁柱”作用明显

2023 年，多地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

特别是经济大省“顶梁柱”作用明显。广

东成为全国首个经济总量突破 13 万亿元的

省份，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3.57 万亿元，

连续 35 年居全国第一位。江苏居第二位，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达 12.82 万 亿 元 ， 拥 有 的

“ 万 亿 GDP” 城 市 增 至 5 个 。 山 东 、 浙

江 、 四 川 2023 年 GDP 分 别 突 破 9 万 亿

元、8 万亿元和 6 万亿元。河南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 59132.39 亿元。

经济总量达到新量级的还有湖南，地

区生产总值迈过 5 万亿元大关。重庆、辽

宁、云南携手进入“3 万亿元俱乐部”。重

庆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0145.79 亿元，成为

中西部地区首个 GDP 超过 3 万亿元的城

市 。 辽 宁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达 到 30209.4 亿

元，云南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0021 亿元，

贵州突破 2 万亿元⋯⋯

从同比增速看，过半数省（区、市）GDP

增速跑赢“全国线”。西藏以 9.5%的增速领

跑全国，增速较上年提高 8.3 个百分点。海

南紧随其后，增长 9.2%。内蒙古同比增长

7.3%，新疆、宁夏、甘肃、吉林、重庆分别增

长 6.8%、6.6%、6.4%、6.3%和 6.1%。山东、四

川、浙江、湖北均增长 6.0%，江苏、安徽均增

长 5.8% ，河 北 为 5.5% ，辽 宁 、青 海 均 增 长

5.3%。北京增速与全国持平，山西、上海、

贵州、广东、湖南、福建、云南、天津、陕西、

广 西 、江 西 、河 南 、黑 龙 江 低 于 全 国 增 速

水平。

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

大湾区等地引擎作用不断增强，西部地区

发展潜力持续显现。2023 年增速排名前十

的省 （区、市） 中，西部地区占 7 席，且

均不低于 6%。四川、重庆、云南经济总

量实现新突破，内蒙古达到自 2016 年以来

的最高增速。宁夏经济增速连续 7 个季度

保持在全国第一方阵，人均 GDP 首次超

过 7 万元，为历史最好成绩。

东北地区全面振兴蓄势发力。吉林地

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3％，时隔多年再

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且三次产业增速均

快于全国。辽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5.3%，

连续 4 个季度增速高于全国。“这也是自

2014 年以来首次年度增速高于全国，经济

运行低速徘徊的态势发生重大转变。”辽

宁省统计局副局长侯巍表示。

供需两端合力实现新突破

经济回升向好，离不开供需两端的协

同发力。2023 年，各地打出政策“组合

拳”，推动三次产业稳步回升，重点行业

支撑有力；“三驾马车”汇聚合力，内需

潜力加快释放。

以浙江和广东为例。2023 年，浙江在

经济总量站上新台阶的同时，服务业增加

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额等关键指

标均超过 3 万亿元，工业增加值也接近 3 万

亿元。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突破 4 万

亿元，工业投资连续 36 个月保持两位数增

长，佛山成为广东第二个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突破 3 万亿元的城市，深圳成为广东

第二个万亿元消费城市。

工业对经济稳增长的支撑作用明显。

2023 年，各地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绝大

部分省 （区、市）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较 2022 年增长近 20%。工业大省挑大梁作

用突出，10 个工业大省中有 8 个省份增速

高于全国规上工业增加值整体增速，江

苏、山东、安徽等省份增速都超过了 7%。

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随着服务需求

持续释放，服务业加速复苏。2023 年，北

京服务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6.1%，增速持

续高于 GDP 增长水平，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合计超七成。重庆服务业增加值增

长 5.9%，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52.5%，成

为增长主引擎。

消费市场加速回暖，市场活力增强。

2023 年，湖南假日旅游、文旅消费、“夜

经济”持续引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

破 2 万亿元，同比增长 6.1%。海南做好高

端购物、医疗、教育“三篇境外消费回流

文章”，全年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 437.6 亿

元 ， 增 长 25.4%， 购 物 人 数 增 长 近 60%。

黑龙江冰雪旅游火爆出圈，哈尔滨机场旅

客年吞吐量 2080.5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居东北地区之首。

投资结构不断优化。2023 年，云南产

业 投 资 增 长 10.5% ， 占 全 部 投 资 比 重 达

50.4%，规模远超房地产开发和交通、水

利投资之和，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为经济

发展蓄积了后劲。内蒙古新能源产业投资

比 上 年 增 长 70.1% ， 快 于 全 部 投 资 增 速

50.3 个百分点。辽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4%，近 10 年来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创造了“十三五”以来的最好成绩，其中

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分别高出

整体投资增速 10 个和 11.2 个百分点。

对外贸易韧性显现。面对世界经济复

苏势头不稳、外需走弱、价格下跌、主要

经济体增长乏力等多重不利因素，广东外

贸实现正增长，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有进

出口实绩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 13 万家，同

比增加 9.4%。浙江有进出口实绩的民营企

业数量首次突破 10 万家，合计进出口 3.93

万亿元，增长 7.1%，占全省进出口比重首

次超过八成。

以新质生产力开启新征程

各地经济“稳”的基础得以夯实，离

不开产业的“稳”，也得益于结构的“进”。

坚定不移下好创新先手棋，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支撑。2023 年，上海

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

的比例达 4.4%左右，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

专利拥有量提高到 50.2 件。广东加快打造

重要的原始创新策源地，将 1/3 以上的省

级科技创新发展战略专项资金投向基础

研究。

择“高”而立、向“新”而行，各地

工业经济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特征更

加明显，经济结构优化取得新进展。2023

年，北京新型储能、半导体器件、显示器

件、新能源整车制造等行业快速发展，增

加值合计增长超六成。山东提速布局新产

业新赛道，集中培育 32 个省级以上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15 个省级未来产业集群，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达到 210 家，数量居全

国首位。天津集成电路、车联网、航空航

天、高端装备产业链增加值均实现两位数

增长。

在中西部地区，河南加快形成新质生

产力，2023 年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

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0.3%、

11.7%。湖北工业技改投资连续 8 个月增长

加快，汽车行业加速向新能源、智能化转

型，增加值由 2023 年上半年负增长回升至

全 年 增 长 4.8% ，新 能 源 汽 车 产 量 增 长

30.6%。陕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均

保持两位数快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太阳能

电池成为新的“陕西名片”。在东北地区，

吉林全面打造新材料产业发展高地，推动

碳纤维产业加快发展，目前原丝、碳纤维产

能均居国内首位。

区域协调持续深化。2023 年，河北引

进 央 企 二 级 、三 级 子 公 司 实 现 历 史 性 突

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

101%。海南自贸港建设成型起势，热带特

色高效农业、旅游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

代服务业四大主导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超过六成。

经营主体活力提升。浙江深入实施营

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截至

2023 年末，经营主体达 1034 万户，比上

年末增长 9.6%。湖南坚持要素保障与环境

优 化 并 举 、 梯 队 培 育 与 入 库 指 导 并 进 ，

2023 年末湖南在库“四上”企业 5.79 万

家、同比增长 11.8%，近 3 年首次实现两

位数增长。

2023 年，由于厄尔尼诺现象等因素

影响，全球糖价一路攀升。金融数据服

务公司 choice 数据监测显示，白糖价格

从 2023 年年初开始上涨，在 9 月份创下

7600 元/吨的高点，随后在新榨季出现小

幅回落，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

专家预测，2024 年糖价仍将高位运

行。这将对蔗农和国内制糖企业带来什

么影响？对此，记者在我国蔗糖主产区

广西进行了采访。

全国每 3 勺糖，就有 2 勺来自广西。

作为全国最大的糖料种植基地和食糖主

产区，广西糖料蔗种植面积和食糖产量连续 19 个榨季占全国的

60%左右，是名副其实的“糖罐子”。但从整体来看，我国食糖年产

量约 1000 万吨，目前产量仍处于产不足需、供不应求的局面，每年

要从国外进口大量食糖。

柳州市柳城县龙头镇伏虎村上罗屯的甘蔗种植大户罗善仟承

包了 2500 亩耕地，预估总产量有 16000 多吨，总产值达 800 多万

元。“2023/2024 榨季糖料蔗收购价格首次采取‘首付价+二次联动

价’结算方式，收购价格每吨提高 20 元，随着糖价提高，蔗农收入

将有所增加。”罗善仟说。

记者看到，广西当地制糖企业的榨糖作业正在火热进行中。

2023/2024 榨季广西糖料产量同比增长 14%左右，食糖产量同比增

长预计也将达 14%。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滕正朋表示，糖

价高位运行，制糖企业效益得到较大提升。随着广西实行甘蔗收

购价二次联动政策，种植户种蔗收入会有所提升，带动种蔗积极性

进一步提高。“我们公司所属明阳、大桥、伶利、东江 4 家制糖公司

已于 2023 年 11 月底陆续开榨。截至 2024 年 1 月 31 日，累计入榨

甘蔗 237 万吨，产糖量 27 万吨。”滕正朋说。

糖价上涨在帮助制糖企业提升销量和收入的同时，也给其经

营带来一定压力和挑战。“甘蔗收购指导价提高，还需要加上联动

价格，糖厂收购甘蔗的资金和成本会加大。”广西凤糖凤山糖厂厂

长韦柳恒说。

糖价高位运行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这为产业加速转型升

级、应对未来风险挑战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由于糖价上涨带动

原料收购价格上涨，制糖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也有所提升。对于

制糖企业而言，需要从提高甘蔗单产、机械化作业以及加强副产物

综合利用、变废为宝等方面来压缩成本。

据悉，广西糖业近年来打破种植条件制约，大力推进良种研

发，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目前，广西在农业农村部中国种业

大数据平台完成登记甘蔗品种 50 个。

2023 年中国科学院安排中央资金 1.7 亿元在广西启动优质甘

蔗新品种培育先导 A 类专项，开创了国家顶级科研团队研发甘蔗

种子的先河。在科研人员努力下，培育出桂糖 42、桂柳 05136、桂

糖 44 号、粤糖 00236 等一批高产高糖、抗旱抗倒伏、适宜机收作业

的突破性优良品种。目前广西糖料蔗良种覆盖率达 98%，其中广

西自育品种覆盖率为 89.8%，极大地促进了糖料蔗增产增效。

值得注意的是，甘蔗种植成本中很大一块是人力收割成本，推

广机械化收割势在必行。2022/2023 榨季，广西糖料蔗耕种收综合

机 械 化 率 69.07% ，其 中 机 耕 率 99.7% ，机 种 率 66.25% ，机 收 率

31.03%。目前，糖料蔗联合收获机拥有量从 2013/2014 榨季不足

20 台增加到 2500 台。

“我们将在进一步稳定和提高甘蔗种植上下功夫，推广甘蔗

‘耕种管收运’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降低人工成本，提高生产效

率，推动工业反哺农业高质量发展。通过推广良种良法、‘双高’基

地建设等措施，提高甘蔗的产量和品质。”韦柳恒说。

2月2日，海南省海口市临空经济区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发动机维修厂房内，工作人员正在检查发动机。当日，海

南自贸港首单航空发动机维修顺利完工并交付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投入运营。 苏弼坤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