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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再提国家高新区政府工作报告再提国家高新区

代表委员共话加快高新区创新发展代表委员共话加快高新区创新发展

自 1992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

提“努力办好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 加 快 国 家 高 新 区 创 新 发

展”，30 多年间，政府工作报告

14次提及高新区。

在“十四五”规划收官、“十

五五”规划谋划之年，政府工作

报告再提国家高新区，颇具深

意。

如何加快创新步伐，打造

新时代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

新质生产力引领区、高质量发

展先行区？全国两会期间，代

表委员们就此积极建言献策。

咬定“创新”不放松

“国家高新区是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全国政

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主讲教授韩保江看来，2024
年，178家国家高新区园区生产

总值（GDP）达 19.3万亿元，占全

国比重为 14.3%，为我国经济发

展持续注入“高新”动力。

新 时 期 如 何 加 快 创 新 发

展？韩保江建议，在产业创新

上，国家高新区要对接国家发

展战略，以市场为导向，引领技

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国家高新

区因改革而生，因改革而兴，要

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激

发广大科研人员、创新企业的

创新动力和活力。此外，国家

高新区还要努力做到“无事不

扰，有求必应”，为企业发展提

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法治化营

商环境。

“国家高新区是创新驱动

发展的重要载体。”全国人大代

表、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创

新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伊彤从

国家高新区的战略定位出发，

提出多个创新发力点。例如，

优化创新创业生态，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健全有利于科技创

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政策

体系，强化人才培养，引导金融

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完

善专业化创新服务体系和运行

机制，形成集科技引领、人才驱

动、金融赋能等于一体的创新

生 态 。 强 化 科 技 创 新 策 源 能

力，聚焦国家战略需求，支持各

类创新主体参与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尽早实

现创新突破。因地制宜培育新

质生产力，围绕新兴产业、未来

产业布局新赛道，积极推动传

统产业改造升级。同时，加强

国内协同创新与国际交流合作

等。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

城市发展研究院创始院长连玉

明立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

来产业，建议国家高新区加快

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

发展，推动商业航天、低空经

济、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生物

制造、量子科技、6G等新兴产业

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支持大

模型广泛应用，支持独角兽企

业、瞪羚企业创新发展，加快制

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让更

多企业在新领域新赛道跑出加

速度”。

科技和产业创新融合
“打头阵”

加 快 国 家 高 新 区 创 新 发

展，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

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融合上“打头阵”。

如何积极作为？代表委员

们提出真知灼见。

2024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北京市政府联合发布

《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

设方案（2023-2027 年）》，开启

了中关村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

迈进的新征程。

伊彤表示，作为我国创新

发展的一面旗帜，中关村示范

区要更好地发挥领头羊作用，

充分发挥北京教育、科技、人才

的突出优势，以先行先试改革

为动力，以理念领先带动原始

创新、人才发展、一流企业、高

端产业、开放创新生态的全面

领先。“特别是在当今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迅猛发展的大潮中，

中 关 村 示 范 区 要 更 加 奋 勇 争

先，着力构建高能级创新生态，

着力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

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引领、辐射

和 带 动 国 家 高 新 区 高 质 量 发

展，支撑科技强国建设。”伊彤

说。

“感谢北京这片沃土，正是

这片沃土孕育了小米。”全国人

大代表、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

则现身说法，每一个中关村企

业、每一个中关村人都有非常

强的中关村创新精神，即，敢想

敢干、敢为人先。他说，“无论

哪个企业，都离不开这里国际

一流的营商环境。”

武汉东湖高新区在光电子

信息产业领域独树一帜。“把中

国光谷建成世界光谷，是我们

共同的梦想。”全国人大代表、

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工程师闫

大鹏建议，建设世界光谷，需要

在强化创新平台建设、加强人

才队伍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推动产业协同创新、深

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化国际

科技合作等方面持续发力。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信科集

团光通信技术和网络全国重点

实验室正高级工程师刘武，对世

界光谷建设提出一揽子建议。

例如，围绕武汉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目标，加快做强高能

级创新平台，争创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打造世界级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集群，构建基于产

业需求的战略科技力量矩阵。

强化引领性技术集中攻关，围

绕产业相关的前沿研究交叉项

目，鼓励重大创新平台参与大

科学计划和工程，争取产生 5项

世 界 性 成 果 、10 项 标 志 性 成

果。完善以用为导向的科技成

果转化机制。强化科创供应链

平台体制。围绕前沿领域和优

势产业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

试平台和孵化器等。

“要为我国新质生产力发

展贡献‘光谷方案’。”全国政协

委员、武汉依迅北斗时空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付诚说。

（刘琴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报讯 （记者 张伟）脚

下沾泥土，建议带芬芳。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致公党中央

副主席、北京市委主委，北京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闫傲霜从事

科技工作多年，一直保持着脚

踏实地、求真务实的科技工作

者本色。她通过一次次实地走

访，一份份翔实的调研报告，积

极为全国两会建言献策。

强化科技创新对高质量发

展的根本支撑，把科技创新这

个“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

展的“最大增量”，是闫傲霜一

直在思考的问题。

“今年，聚焦支持创新药产

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人工

智能+医疗健康’技术产品落地

应用、提高电动自行车类产品

本质安全等方面，我向大会提

交了 3 份建议。”闫傲霜向记者

介绍。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制定

创 新 药 目 录 ，支 持 创 新 药 发

展”。闫傲霜建议，由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国家医疗保障局

牵头，三医（医疗、医保、医药）

联动大力支持创新药产业高质

量发展。

其中，要完善国家医保药

品谈判价值评估和价格形成机

制，给予能够带来额外临床获

益 的 创 新 药 以 合 理 价 格 或 溢

价，鼓励高质量医药创新；保障

基本医保基金安全可持续原则

下，逐步提高医保药品目录的

保障水平；更大力气推动国谈

药（协议期内国家医保谈判药

品）落地，让国谈药及时惠及更

多患者。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

闫傲霜建议，加快推动“人工智

能+医疗健康”技术产品落地应

用，赢得未来产业发展先机。

闫 傲 霜 先 用 一 组 数 据 说

明，近年来，人工智能创新和医

疗技术创新取得显著成绩，特

别是 AI+医疗健康领域技术成

果丰硕：截至 2025 年 2 月，全国

获批第三类医用手术机器人注

册证 81 个（其中北京 27 个，占

比全国约 1/3)，第三类人工智能

医疗器械注册证 101个（其中北

京 45个，占比全国近 1/2)。
闫傲霜指出，无论从技术

创新影响力还是从临床价值潜

力上，都可以预见“人工智能+
医疗健康”必将是未来产业发

展制高点，也是世界各国产业

发展必争之地。

“调研发现，目前 AI+医疗

健康产品商业化落地还存在一

定困难。”她建议，加快推动“人

工智能+医疗健康”技术产品落

地应用。

她建议紧抓国家围绕深化

医改全链条布局支持创新药械

发展的机遇，积极推动在京开

展 AI+医疗器械审评审批改革

试点、AI+医疗器械新增医疗服

务项目价格改革试点、医疗领

域垂直大模型开发和国家人工

智能学院建设。

同时，要抓住国家发行超长

期特别国债，布局新赛道新引擎

的机遇，支持北京市人工智能大

模型技术研发和行业应用项目，

为“人工智能+医疗健康”产业发

展争取更多资金支持。

在北京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人工智能临床医学创新示范中

心。以手术机器人（骨科、腹腔、

神经外科）为核心建立全流程（检

查、诊断、治疗、康复及健康管理）

“AI+医疗”技术创新与集成和高

端装备应用示范、培训中心以及

智能影像创新云平台。

“关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

还要关注安全。”闫傲霜说，在

2024 年全国统一开展的电动自

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

中，大家发现，相关产品安全标

准缺失、修订滞后以及企业执

行 标 准 不 到 位 等 问 题 仍 然 存

在，严重影响安全。

闫傲霜建议，由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

合牵头，加大国家标准制定和

实施力度，提高电动自行车类

产品本质安全：聚焦电动自行

车控制器、电动机、充电设施、

铅酸电池、通信模块等关键零

部件加强研究，与时俱进出台

强制性国家标准，推动提升电

动自行车产品的合规生产能力

和质量管控水平。加强生产企

业产品安全质量追溯管理，促进

企业技术升级和优胜劣汰，真正

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闫傲霜：

将高质量发展落在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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