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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拼价格拼价格””到到““拼科技拼科技””
这里传统制造业这里传统制造业焕发新生机焕发新生机
一个拉头、两片链带，小小一根拉链，却关联着14个一级学

科，44个二级学科。

从事这个行业30多年，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

现，对拉链的认识才起步，材料应用、压铸工艺、设备智能化、染

整技术……小小一根拉链涉及 108道工序，都藏着创新点。比

如，小小的拉头，组成部分可达6个，分别要用5种不同材料来满

足强度、耐磨度等不同性能要求。近年来，该公司每年投入的研

发费用上千万元，今年预计达到7000多万元。

晋江是中国民营经济重镇，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家庭作坊起

步，晋江人坚守在纺织、鞋服、食品、建材等市场竞争激烈的传统

行业，拓市场、提质量、创品牌……打造出纺织、鞋服2个超千亿

元产业集群，食品、陶瓷等5个超百亿元产业集群。

近年来，面对国内外市场多重冲击，传统制造业通过创新驱

动、科技赋能，正经历全面深刻的转型升级，进而焕发出新的蓬

勃生机。

《新华每日电讯》2023.3.29
郑良 吴剑锋 李昊泽

车市缘何爆发价格战车市缘何爆发价格战
进入 3月份，武汉市联手东风汽车集团公司旗下各品牌将

价格战推向高潮。“只卖 12万元”的雪铁龙C6冲上热搜，“打飞

的去湖北买车”成为热门话题。截至目前，吉林、上海、广东已有

超过40家车企、近百款车型“参战”，降价潮席卷整个汽车行业。

究其原因，专家表示，随着我国在较短时间实现了疫情防控

平稳转段，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车企开足马力生产，产品供给失

衡，经销商库存陡增。但是在新能源汽车“国补”全面退出和燃

油乘用车购置税减半政策不再延续后，今年车市并没有如期迎

来开门红。如果说销量下降和库存高企是此次价格战的直接导

火索，那么7月1日起即将实施的“国六B”燃油车排放标准则成

了压垮燃油车的“最后一根稻草”。

《经济日报》2023.3.27
杨忠阳

从各路从各路资本投向看资本投向看
行业发展行业发展新动向新动向

VC/PE（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开年以来的投资动态，折

射出投资人对未来行业发展前景的展望。整体来看，作为资金

投资的主导方向，包括高端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

术等在内的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企业也已开花结果，科技

创新成果不断落地。

据Wind统计，截至 3月 23日，科创板已有 509家上市公司，

均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创业板已有 1245
家上市公司，其中809家公司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65%；北

交所已有 182 家上市公司，其中 177 家公司属于战略性新兴产

业，占比97%。

专家表示，当前资本投向主要反映了两大趋势：一方面，以

高端制造、硬科技、新能源为代表的投资热点整体回报率较高，

不仅蕴含着新的投资机遇，而且投资空间巨大，未来发展潜力强

劲；另一方面，伴随制造业投资领域转变，经济整体向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快速发展，有利于推动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共振，

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经济参考报》2023.3.28
孙韶华 罗逸姝

2023.4.3 星期一
■ 编辑：李洋（010）68667266转256 E-mail：Liy@chih.org ■组版：沙欣

我国绿色制造体系基本构建我国绿色制造体系基本构建
浙江省桐乡市，在新凤鸣集团的长丝 5G智慧生产车间内，

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系统，显示大屏上，生产全过程的能耗情况

实时变化，一目了然——生产源头，通过创新采用原液着色技术

生产免染纤维，仅印染工序每年就可减少污水600万吨；中间环

节，以塑料循环托盘替换木质托盘，每年可节约近300万个木架

……

如今，绿色发展的触角正从生产端、供应链延伸至基础设

施。在天津经开区，金桥焊材智能制造工厂投产在即，厂区内新

建的风电光伏设备年发电量为4000万千瓦时，将全部用于生产

环节，预计每年可节约近5000吨标煤。

绿色制造是推动工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前不久，2022
年度绿色制造名单公布，包括874家绿色工厂、47家绿色工业园

区、112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和 643个绿色设计产品入选，这

意味着我国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再次取得新进展。

《人民日报》2023.3.29
韩鑫

本报讯 （记者 张伟） 近日，中银

—火炬“创新积分贷”专项科技金融成

果在北京发布，科技部副部长吴朝晖，

中国银行行长刘金、副行长张小东出席

发布仪式。

吴朝晖在致辞中表示，为贯彻落实

党中央关于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决策

部署，科技部深入研究科技金融发展战

略与政策，持续深化与金融部门及机构

合作，切实引导金融资本流向科技创新

领域。中银—火炬“创新积分贷”是科

技部与中国银行战略合作的标志性成

果，建立了一套适应科技企业特点的全

新信贷模型，在引领科技金融产品创新

方面作出示范和表率。下一步，科技部

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联合

中国银行等重点金融机构，加强战略谋

划、强化政策落实、打造标杆产品，进一

步推动科技金融工作落实落地见效，提

振企业发展信心，为促进科技、产业、金

融良性循环作出新贡献。

刘金表示，在党中央战略部署下，

科技部推出一系列重要政策和重大行

动，开创性建立“企业创新积分制”，为

金融更好服务科技创新提供了重要思

路和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科技部与

中国银行合作打造“创新积分贷”，面向

创新能力强、成长潜力大的科技企业，

改变商业银行传统风控理念，帮助企业

解决“轻资产、难抵押”问题，科技金融

工作取得重要进展。未来，中国银行将

一如既往主动拥抱科技创新，充分发挥

全球化、综合化优势，持续完善科技金

融服务体系，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

出更大贡献。

为促进解决科技企业面临的“轻资

产、难抵押”问题，近年来科技部探索建

立了数据驱动的新型政策工具“企业创

新积分制”，通过量化评价企业科技创

新能力，引导各类创新资源向优质企业

集聚。目前，积分制已在 133 家高新区

试点实施，积分企业超过 7 万家，实现

精准授信超过 1468 亿元。“创新积分贷”

以创新积分制指标体系为基础，融合商

业银行信用分析方法与投资银行价值分

析视角，将人工智能与专家经验相结合，

构建智能化模型，对企业信用水平及成

长潜力进行评估，精准匹配相应信贷服

务，有效提升银行金融服务科技企业能

力。

中国银行高度重视金融服务科技创

新，将“科技金融”作为集团“八大金融”

发 展 重 点 之 一 ，取 得 了 一 系 列 重 要 成

果。截至目前，中行对各类科技型企业

的贷款支持超过 1 万亿元，有序推进科

创母基金筹设工作，为国家重大科技创

新平台提供金融服务，有力支持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2021 年以来，科技部与中

国银行签署了《助力创新驱动高质量发

展战略合作协议》，并共同开展科技金融

“一体两翼”助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行

动，积极探索政银合作新机制新模式，促

进形成更加完善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中银中银--火炬火炬““创新积分贷创新积分贷””发布发布

新华社电（记者 宋晨）为贯彻落实国家《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科技部会同自然科学

基 金 委 近 期 启 动“ 人 工 智 能 驱 动 的 科 学 研 究 ”

（AI for Science）专项部署工作，紧密结合数学、

物理、化学、天文等基础学科关键问题，围绕药

物研发、基因研究、生物育种、新材料研发等重

点领域科研需求展开，布局“人工智能驱动的科

学研究”前沿科技研发体系。

科技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人工智能驱

动的科学研究”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新前沿。我

国在人工智能技术、科研数据和算力资源等方面

有良好基础，需要进一步加强系统布局和统筹指

导，以促进人工智能与科学研究深度融合、推动

资源开放汇聚、提升相关创新能力。

“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是以“机器学

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与“科学研究”深度

融合的产物。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国际

机器学习研究中心主任鄂维南表示，借助机器

学习在高维问题的表示能力，人类可以更加真

实细致地刻画复杂系统的机理，同时可以把基

本原理以更加高效、更加实用的方式应用于解

决实际问题中。

科技创新 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

目实施专家组组长、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所长

徐波介绍，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很多科学研究

领域展现出超越传统数学或物理学方法的强大

能力，但在“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体系化

布局、重大系统设计、跨学科交叉融合、创新生

态构建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科技部将推进面向重大科学问题的人工智

能模型和算法创新，发展一批针对典型科研领

域的“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专用平台，加

快推动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开放创新

平台建设，支持高性能计算中心与智算中心异

构融合发展，鼓励绿色能源和低碳化，推进软硬

件计算技术升级，鼓励各类科研主体按照分类

分级原则开放科学数据。

在人才与机制方面，科技部支持更多数学、

物理等科学领域科学家、研究人员投身于相关

研 究 ，培 养 与 汇 聚 跨 学 科 研 发 队 伍 ，推 动 成 立

“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创新联合体，搭建

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共同推动解决癌症诊疗、应

对气候危机等人类共同科学挑战。同时，重视

“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发展过程中的科研

伦理规范，促进其健康可持续发展。

下一步 ，科技部将充分发挥新一代人工智

能 规 划 推 进 办 公 室 的 协 调 作 用 ，整 合 项 目 、平

台、人才等资源，形成推进的政策合力。充分发

挥人工智能渗透性、扩散性和颠覆性强的特性，

逐步构建以人工智能支撑基础和前沿科学研究

的新模式，加速我国科学研究范式变革和能力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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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伟）近日，由科技部、深圳市政府主办

的西丽湖论坛 6 个平行论坛之一——科技人员服务企业主题

论坛在深圳举办。该论坛聚焦“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突出“融

合、创新、发展”，是启动实施科技人员服务企业专项行动以来

全国层面第一次举办的科技人员服务企业专题大型交流活动。

科技部人才与科普司二级巡视员赵慧君、科技部人才中

心主任徐晧庆、深圳市科创委副主任黎慧来出席论坛并致

辞。绵阳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晓松，湖北省科技厅人才处二级调

研员王潜，华南技术转移中心副总裁、总工程师赖培源分别围绕绵

阳“最强大脑”科技助理、科技人员服务企业专项行动·湖北专

项、广东企业科技特派员“精准特派”新模式做主题报告。

多年来，科技部人才中心扎实推进科技人员服务企业工

作，在全国范围搭建了 51 家“科技领军人才创新驱动中心”综

合服务平台；开展百校百院选派科技专员服务万企行动，组织

200 余家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选派科技专员，动员 2000 余名

科技人员揭榜攻关，服务 1000 余家企业技术创新；实施科技创

新 CEO 特训营“1＋N”系列活动，构建了“科学家+企业家+投

资人”的三位一体深度孵化模式，组织实施了 7 期全国营和若

干地方定制营、专题营培训，累计孵化培育 1000 余位科技型企

业创办人，涌现出一批独角兽、小巨人企业。

据介绍，科技部人才与科普司会同人才中心组织实施科

技人员服务企业专项行动近 3 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打

造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新载体。各地科技管理部门结合区域

实际相继出台科技专员实施方案，制定科技专员选派等政策

系统推进专项行动，科技专员成为继科研支持、税收优惠、创

业孵化等方式之后科技服务企业的又一支重要力量。二是探

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新路径。高校、科研院所积极选派大批

科研人员，直接到工厂车间、生产一线解决“急难愁盼”、与企

业共同创造科技成果，有力提升科技成果向产业、经济和社会

转移转化的速度和质量。三是构建人才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新机制。专项行动初步形成了以政府为引导、企业为主体、市

场为导向、高校院所以及新型研发机构为技术依托的政产学

研用协作模式，实现培养一批接地气的科技创新创业人才、解

决一批共性关键技术难题、应用转化推广一批科技成果、培育

一批可持续发展的专精特新科技型企业的目标。

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科技人员服务企业
主题论坛举办主题论坛举办

““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专项专项
部署工作启动部署工作启动

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举办期间，“风从海上来”三亚创新发展主题展于3月28日至31日在博鳌东屿岛

文化公园同期开展。图为3月28日，观众在三亚创新发展主题展上拍摄“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模型。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摄

3月22日，由中铁

长安重工有限公司自

主研制的95吨纯电动

矿用自卸车在西安市

阎良区批量下线。近

年来，该公司研制的大

吨位电机车组、纯电动

装载机、纯电动出渣装

备等新能源工程设备

产销两旺，助力绿色生

产。图为当日中铁长

安重工有限公司的工

人在生产线上调试即

将下线的95吨纯电动

矿用自卸车。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