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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直升机抢抓市场扩容机会国产直升机抢抓市场扩容机会
日前，第六届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在天津闭幕，全球主要

直升机主机厂商及配套企业纷纷参展，展示行业发展最新成果。今

年 4月完成全状态首次飞行的 4吨级AC332直升机、2022年取得中

国民用航空局型号合格证的 7 吨级 AC352 直升机，以及 AC311A、

AC312E等主力民用直升机均以真机亮相本届直博会。其中，2022
年 5月成功首飞的AC313A备受关注。该机为大型多用途民用直升

机，最大吊挂起飞重量为 13.8吨，洒水能力 5吨，可运输 28名乘员。

该机型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直升机在高原地区的航空救援能力，还可

以在加装应急漂浮系统后执行海上救援任务。

一款款新型直升机背后是我国科技的不断突破。业内人士表

示，近年来，我国加大直升机研发力度，通过支持自主研发全谱系航

空应急救援装备和加强多领域协同等全方位举措，加速建设具有中

国特色的国家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国产应急救援直升机“大家庭”不

断壮大。此外，业内专家指出，全球化时代直升机行业只有通过合作

与开放，才能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让直升机为更多行业的发展

赋能。

汽车产业加快智能化电动化转型汽车产业加快智能化电动化转型
国庆前夕，9月19-21日，短短3天，国内主流车企上市了6款新

车，还举办了技术创新日活动，发布了全新新能源品牌及概念车型

……

今年以来，汽车产销同比稳定增长，新能源汽车进入规模化发

展阶段，汽车整车出口大幅增长，汽车市场成为经济复苏中的一抹

亮色。日前，蔚来汽车宣布业内第一颗自研激光雷达主控芯片量

产。9月，伴随着一款由合资企业 90后年轻研发团队主导开发的全

新纯电动概念车登场，东风本田新能源汽车品牌“灵悉”正式发布，

明年首款纯电轿车将投放市场。

专家表示，接下来，要统筹推进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统筹支持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汽车两大市场主体消费，统筹利用好国

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巩固拓展汽车行业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国产大模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国产大模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成为全球科技产业的热门领域，上百家公

司、机构相继发布大语言模型相关产品，人工智能应用在大模型领

域打开新局面。

不过，我国大模型及其行业规模虽然具有优势，但当前的应用

主要集中在容错率高、任务简单的休闲场景，在更具价值的严肃场

景、工作场景、专业场景等方面的应用尚待进一步拓展。专家认

为，未来几年，通用认知智能技术将持续快速发展，带来重大模式

创新和产业变革，比如改变信息分发和获取模式、革新内容生产模

式、全自然交互完成任务、实现专家级虚拟助手、颠覆传统手工编

程方式、成为科研工作加速器。与此同时，未来将出现“通用大模

型剩者为王、垂直大模型百花齐放”的局面。有数据、懂场景的细

分行业龙头企业要和能提供通用认知智能大模型的平台合作，借

助其安全可控、具备训练优化及自我迭代能力的优势，对产品进行

长期可持续的打磨。

《经济参考报》2023.10.19
毛振华 宋瑞

《人民日报》2023.10.18
王政

《经济日报》2023.10.17
李治国

以材料发展促激光产业变革以材料发展促激光产业变革
“固体高功率和短波激光是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支撑国民

经济发展的‘国之重器’，是科技基础前沿、高端制造业发展的‘动

力源泉’。”在 10月 14-15日举行的香山科学会议第 754次学术讨

论会上，会议执行主席、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樊仲维如是说。

我国以非线性光学晶体、激光晶体为代表的人工晶体处于国

际领先地位，是我国发展固体激光技术和激光产业的优势所在。

我国激光产业从晶体材料到激光器再到应用技术的全链条逐步发

展完整，然而，整个激光行业仍存在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我国也

依然面临着亟须突破的技术难题。

此次会议上，与会专家围绕长期制约固体高功率和短波激光

发展的主要问题开展基础理论和新方法研讨，梳理固体高功率和

短波激光器实现高功率和高效率工作的新途径，优化完善我国固

体高功率和短波激光技术发展路线图，为我国自主发展高功率激

光以及短波光源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科技日报》2023.10.17
沈唯

▶ 本报记者 李洋

10 月 17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向媒体

发布《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十周

年 专 利 统 计 报 告（2013- 2022）》称 ，

2013-2022 年，共有 115 个共建国家来华

提交专利申请，累计在华专利申请量和

授权量分别为 25.3 万件和 11.2 万件，年

均增速分别为 5.4%和 9.8%；中国共在 50
个共建国家及相关组织有专利申请公

开，在共建国家累计专利申请公开量和

授权量分别为 6.7 万件和 3.5 万件，年均

增速分别为 25.8%和 23.8%。

共建国家在华专利活动
日趋活跃

这份专利报告显示，十年来，共建

国家来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总体呈

上升态势，分别由 2013 年的 1.8 万件和

0.6 万件提高至 2022 年的 2.9 万件和 1.4
万件，年均增速分别达到 5.4%和 9.8%，

高于同期国外在华增速 2.9 个和 5.6 个

百分点。

从专利类型看，共建国家在华专利

申请呈现以发明专利为主，外观设计专

利、实用新型专利为辅的特点。2013-
2022 年，共建国家在华提交发明专利申

请 19.9 万件，外观设计专利 4.0 万件，实

用新型专利 1.4 万件，十年年均增速分

别达到 5.8%、1.3%和 12.0%。

2013-2022 年，共有 115 个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来华提交专利申请。其

中，累计申请量排名前五位依次是韩国

（17.8 万件）、意大利（2.4 万件）、新加坡

（1.5 万件）、奥地利（1.1 万件）和卢森堡

（0.3 万件），前五合计占共建国家来华

专利申请总量的 91.3%。

与此同时，共建国家对我国知识产

权保护环境的认可度不断提升，越来越

多创新主体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技术

交流和创新合作，来华专利申请的动力

不 断 增 强 。 这 份 专 利 报 告 显 示 ，2022
年，共有 73 个共建国家在中国提交专利

申请，较 2013 年增加 7 个；共有 3982 个

共建国家创新主体来华提交专利申请，

较 2013 年增加 654 个。2013-2022 年累

计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二十的申请人专

利申请量共计 9.9 万件，占申请总量的

38.9%。

中国在共建国家专利
保持高速增长

中国在共建国家专利申请公开量从

2013 年的 0.2 万件提高至 2022 年的 1.5 万

件，年均增长 25.8%；专利授权量从2013 年

的0.1万件增长至2022年的0.8万件，年均增

长23.8%。

这份专利报告显示，中国企业专利申请

足迹遍及48个国家，“一带一路”专利合作朋

友圈不断扩大。2022 年中国企业共在41个

共建国家及相关组织有专利申请公开，较

2013年增加7个，十年间累计达到48个，由亚

洲为主逐步拓展到南非、西欧等国家。中国

企业在共建国家累计专利申请公开量前五的

国家依次为韩国（2.4万件）、俄罗斯（0.9万

件）、新加坡（0.5万件）、越南（0.5万件）和南非

（0.4万件），合计占共建国家总量的79.0%。

与此同时，在共建国家有专利申请公开

的中国企业由2013的430家增加至 2022年

的2429家，增长了逾4倍。十年间，累计有

6882 家中国企业在共建国家开展专利申请

活动。申请公开量排名前二十的中国企业共

提交2.8万件申请，占全部企业总量的48.4%，

主要分布在数字通信、互联网、能源、家电制

造、交通运输等行业。其中，17 家企业属于

民营企业。这表明，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中

国企业更加重视以知识产权护航“一带一路”

业务发展，进一步加快“走出去”步伐。

这份专利报告显示，2022年，随着《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

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正式落地，区域贸易投

资更加自由便利，RCEP 成员国成为我国加

深与共建国家知识产权合作的重要着力点。

2022年，我国企业在 RCEP成员国专利申请

公开量合计 7736 件，占在共建国家申请公

开总量的 65.6%。

数字技术等领域技术创新助力共建“一带

一路”。2013-2022年，中国企业在共建国家

累计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排名前五技术领域

分别为数字通信(11249件)、计算机技术(8661
件)、电机/电气装置/电能(3339件)、有机精细

化学(3127件)和音像技术(2805件)，合计占申

请公开总量的 50.7%。前十技术领域中，计

算机技术管理方法（年均增速为40.2%），电机/
电气装置/电能（29.5%），药品（29.2%），半导体

（29.0%）等技术领域增速居前。

本报讯（记者 张伟）

在 10 月 18 日举行的第

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数字经济高

级别论坛上，《航运贸易

数字化与“一带一路”合

作创新白皮书》擘画新

蓝图——邀请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一起建设

可信互联的航运贸易数

字基础设施，打造高水

平国际公共服务平台。

白皮书指出，作为

全球贸易大国，我国约

95%的货物运输量通过

海上运输实现，海运航

线和服务网络遍布世界

主 要 国 家 和 地 区 。 据

悉，中国与共建“一带一

路 ”国 家 的 贸 易 额 从

2013 年的 1.63 万亿美元

增长至 2022 年的 2.84 万

亿美元，其中绝大多数

贸易通过航运实现。随

着区块链、人工智能等

新 兴 数 字 技 术 不 断 演

进，国际贸易格局和贸

易方式正在加速重构与

变革，共建“一带一路”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

区期待通过数字化打造

国际共同市场、促进降

本增效、推进贸易健康

可持续发展。

为 更 好 地 凝 聚 共

识、形成合力，中国宝武

钢铁集团、中国远洋海

运集团、招商局集团、中国银行等中央企业

和中央金融企业，以及上海国际港务集团、

上海亿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南方

电子口岸有限公司、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

公司等航运贸易骨干企业，与国家区块链

技术创新中心联合组建航运贸易数字化合

作创新联盟。

白皮书显示，联盟成员单位正在充分

利用数字化技术，协力打造“一带一路”航

运贸易数字化可信开放协作体系。该体系

通过共建可信互联的航运贸易数字基础设

施，实现公平对等的广泛互联，共建开放共

享的航运贸易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有效

降低航运贸易数字化转型的难度和成本，

有力支撑航运贸易各类主体协同开展数字

化创新。

白皮书发布当天，中国宝武、中国远洋

海运、招商局、中国银行、国家区块链技术

创新中心等联盟成员单位向共建各国企业

发出倡议，诚邀共同建设航运贸易可信数

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形成开放的

数字化合作生态，共同推进航运贸易数字

化应用实施，加快主要业务场景数字化进

程，拓展航运贸易合作发展新空间；共同构

建航运贸易数据标准规范和安全体系，促

进互认互通，维护数据安全；共同营造航运

贸易数字化合作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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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乘客在行驶中的雅万高铁高速动车组列车车厢内拍照。 新华社记者 徐钦/摄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北京科

技领域始终积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充分发挥首都资源优势和排头兵作用，深化

科技创新合作，在共建联合实验室、加强科

技园区交流合作、促进国际技术转移、推动

科技企业支撑共建“一带一路”繁荣发展等

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探寻国际科技合作新模式

为进一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北

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

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在2019年制定实

施了《“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北京行动计划》。

在此背景下，2020年6月，中俄数学中

心正式成立。该中心汇聚了北京大学、莫斯

科国立大学等两国数学界精英，旨在培育若

干国际合作团队，建设数个国际合作基地，

打造中俄学术合作的新高地。

3年来，中俄数学中心先后举办了150
余场学术交流活动，258位中俄优秀数学家

受邀作报告。在几何与数学物理、代数与

数论、方程与动力系统等研究方向上，双

方联合团队产出了多项重要成果，累计

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70多篇。瞄准青年

人才培养，该中心邀请俄罗斯知名高校

的数学家开设了20门线上课程，同时，与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签署学生交换协

议，开展学生联合培养。

在北京的高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

等也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科

技合作。

北京交通大学参与了俄罗斯、印度、巴

基斯坦、伊朗、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10余

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相关项目或出口产

品的技术开发与合作，为俄罗斯高铁、印尼

雅万高铁、伊朗德黑兰机场等提供关键技术

研究，并与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共建中荷全

球供应链和物流研究所。

首都创新大联盟积极协助成员联盟大

力拓展全球创新资源，参与“一带一路”合作

工作，提升国际化水平。据不完全统计，近

年来，首都创新大联盟成员单位与俄罗斯、

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16个国家开展国际

交流与合作60余项。

打造国际科技交流“大舞台”

借助中关村论坛等平台，北京积极打

造国际科技交流“大舞台”，促进与“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交流合作。

2023年中关村论坛期间，“新加坡绿色

智能科技论坛”等多场平行论坛，以及“中白

智能制造创新发展论坛”等2场海外平行论

坛，以特色领域为切入点，围绕加强“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为

主线，通过主旨演讲、圆桌对话、政策推介等

多元方式，加强双边、多边对话，推动国际科

技创新合作不断向纵深发展。

作为2023年中关村论坛系列活动之

一，第五届国际综合性科学中心研讨会于

10月12-13日在北京召开。会上，由白春

礼院士牵头，10位院士、专家组织编写的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报告——科技创新

与科技合作》发布。报告聚焦“健康”“绿色”

“数字”“创新”领域，探讨重点发展方向，提

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提供助力。

“驻华科技外交官创新资源对接活

动”，是北京打造的又一项特色国际科技交

流活动。截至2022年，对接活动共邀请到

意大利、塔吉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在内的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外交官和

外国驻华机构代表，通过主题演讲、高端论

坛等形式，介绍各国科技发展经验、科技创

新资源状况、优惠政策等，有效推动生物医

药、人工智能、节能环保等领域的国际先进

技术与成果“引进来，走出去”。

9月14日，在卢森堡举行的国际科技园

区协会（IASP）第40届世界大会上，北京获

得了IASP2025年世界大会举办权。这是北

京第四次获得 IASP世界大会举办权，将进

一步激发科技园区创新动力，推动与伊朗、

葡萄牙、卢森堡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

区科技园区的交流合作。

共建全球创新创业“朋友圈”

在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和“一带

一路”科技创新北京行动计划的支持下，国

内外科技园区、孵化器及创新创业服务机构

联合发起成立了“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孵化联

合体”。

目前，“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孵化联合

体”已拥有43家国内外会员，业务涉及移动

互联、生物医药等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覆

盖国际创新创业服务的全链条。

而北京科技企业的创新技术和产品，

也在积极辐射扩展到“一带一路”共建及相

关国家和地区。例如，同方威视的先进安

检设备已应用于“一带一路”60余个共建

国家和地区；海纳医信与马来西亚、斯里

兰卡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建立了国家

级医学影像中心和远程医疗中心；阅微

基因与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合

作开展基因检测研发。

北京将在“一带一路”继续播撒科创

“种子”。

在在““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播撒北京科创播撒北京科创““种子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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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