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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伟）

人工智能正重塑全球创新

格局，民营企业和青年人

才成为这场变革的核心力

量。

全国政协委员、“星光

中国芯工程”总指挥、中国

工程院院士邓中翰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民

营企业贡献了 70%以上的

技术创新成果，取得了亮

眼成绩的DeepSeek团队平

均年龄不到 30岁，彰显青

年创新的蓬勃潜力。然

而，民营企业仍面临融资

难、市场准入壁垒等挑战，

青年人才受困于资源分

散、激励不足等问题。

对此，邓中翰提出三

方面建议：

一是优化民营企业创

新环境。大力支持民营企

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和科研任务，政府从资金

方面给予这类民营企业支

持，并引导提升多层次资

本市场的包容性。

二是构建青年创业全

链条支持体系。对符合一

定条件的创业者提供免

税、贴息贷款等优惠政策；

在职称评审中，打破唯论文

与学历论，适当提高“创新

成果转化”“技术标准制

定”等因素考量；在科创园

区配建青年人才公寓，缓解

青年科创人才安居压力等。

三是营造敢闯敢试的

创新文化生态。设立“包

容失败”机制，对符合科技

发展方向的民营企业创新

项目，经评估后允许设立一

定比例科研经费作为试错

成本；建立创新失败案例

库，为青年创业者提供风险

预警；加强对优秀民营企业

家和青年科学家创新故事

宣传，提升社会认同感。

“民营经济是科技创

新的‘生力军’，青年是未

来的‘开拓者’，是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

力量。唯有打破束缚、激

发活力，才能让AI时代的

中国创新‘百花齐放’。”邓

中翰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邓中翰：

激发民企与青年创新活力

民营经济是今年全国两会

热议的话题。2025 年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扎扎实实落实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切实

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

家合法权益，鼓励有条件的民营

企业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

业制度。”

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在时

代变革的大潮中，民营企业定能

经受住市场和时间的检验、锤

炼，干成事、创大业，我国民营经

济必将迈向更广阔的天地。

培育大显身手的“沃土”

开年以来，民营经济高光

不断。火爆出圈的国产人工智

能大模型 DeepSeek-R1、春晚大

秀 秧 歌 舞 转 手 绢 的 人 形 机 器

人、持续刷新中国影史票房的

动 画 电 影《 哪 吒 之 魔 童 闹

海》……这些来自民营企业的

创新成果引起广泛关注，生动

彰显我国民营经济的创新创造

活力和蓬勃发展势头。

据了解，截至 2025 年 1 月

底，全国登记在册的民营企业

5670.7 万户。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中民营企业从 2012 年的 2.8
万家增长至 42 万多家，占比由

62.4%提升至 92%以上；在出口

强劲的“新三样”中，民营企业

贡献超过一半；世界 500 强中，

我国民营企业数量从 2018 年

的 28家增加至 34家。

如今，我国民营经济已经

形成相当的规模、占有很重的

分量，各行各业都能看到民营

企业大显身手。

“民营企业的信心来源于

政策、科技、拼搏和转型，相信

随着科技的进步、政策的到位、

市场的逐步规范，民营企业的

信心一定会积极提升。”全国政

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

永好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建

议民营企业不畏难、不焦虑、不

躺平，尤其是在传统产业必须

走新质生产力道路的当下,民
营企业必须创新变革，否则就

会落后。

装上“科技芯”助推高质量发展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产

业变革冲击，部分民营企业的

创新能力、适应能力较弱，不能

很 好 应 对 市 场 需 求 变 化 和 竞

争，影响了民营企业发展。

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

下，刘永好认为，民营企业需要

在 新 技 术 推 动 下 持 续 转 型 升

级，而农业作为国家的根本，更

需借助数智化转型装上“科技

芯”，以提升效率，保障粮食安

全和农民收益。

刘永好认为，农业领域新

质生产力的培育是农业现代化

的关键。“面对全球农业竞争新

格局，农业企业必须通过科技

创新提升竞争力。”以新希望集

团为例，作为全球最大的饲料

生产企业，每年饲料产量达到

2000 多万吨。为提高饲料配方

的精准度和效率，该企业正在

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和生物科

技研发。

“民营企业走向全球顶峰，

比拼的不是规模和体量，而是

高科技武装下的高质量。”全国

人大代表、传化集团董事长徐

冠巨表示，拥抱AI时代，用科技

力量把企业武装起来。

以传化集团为例，该企业

近 3 年的科技投入年复合增速

达 50%，创新投资保持 30%的

高增长。目前，该企业已打破

国外多项技术垄断，如稀土橡

胶打破我国 40多年来的技术瓶

颈，无氟抗芯吸剂实现全球首

创 。 此 外 ，该 企 业 积 极 推 进

“AI+”战略，加快推进 AI+智能

制造、AI+研发实验室、AI+园区

管理等AI应用。

“4 年前，赛力斯以用户为

中心，坚定走‘软件定义汽车’

的技术路线，探索整车企业与

ICT企业跨界业务合作，致力于

发 展 高 端 品 牌 。 2024 年 问 界

M9 上市以来，当年交付 15 万

辆，得到了市场认可、深受用户

喜爱。”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

国工商联副主席、赛力斯集团

董事长（创始人）张兴海表示。

2024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

量达 1300 万辆，连续 10 年在全

球排名第一，占全球总销量的

70%。张兴海认为，取得这样的

成绩来之不易，离不开国家对

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支持和市场

化的资本参与；离不开广大用

户对新能源汽车国产品牌的支

持和喜爱；离不开汽车全生态

企业孜孜不倦的追求。

谈及未来，张兴海说：“中

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要持续技术

创新、行稳致远、稳中求进、走

向国际化，为实现汽车强国梦

贡献力量。”

吃一颗法治“定心丸”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离不

开良好的营商环境。融资难、

融资贵一直是我国民营企业发

展面临的难题，另外在行业准

入、地区准入、招投标等多个

领域，甚至在土地使用、其他

生产要素获取方面也存在一些

挑战。

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加

快制定民营企业促进法，用法律

来保护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也

成为众多代表委员的共同呼声。

3月4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言人娄勤

俭介绍了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立

法情况，表示下一步全国人大将

根据常委会继续审议的情况和

各方面的意见建议，认真做好草

案修改完善工作，推动法律尽快

出台。

“相关举措直面民营经济发

展关切问题，再次传递民营经济

大有可为的信号，有力提振市场

信心。”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

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田轩表示。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加快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用法

律来保护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

有 利 于 完 善 法 治 化 的 营 商 环

境。”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台

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表示。

作为创业40余年的民企“老

兵”，刘永好从 1993年开始一直

在 为 支 持 民 营 经 济 发 展 鼓 与

呼。经历了多个经济周期的刘

永好看到，这些年国家出台了一系

列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强调对民

营企业一视同仁。

“希望民营经济促进法尽快

落地，通过法律，让国家出台的

一系列民营经济‘友好型’政策、

措施和办法落实到位，让民营企

业更充分地感受到‘一视同仁’。”

刘永好说。

本报讯（记者罗晓燕）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

代表、传化集团董事长徐

冠巨关注的重点之一是支

持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集群发

展，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建设科

技产业创新产业园，推动科技

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拥抱新技术、创造新模

式、打造现代化管理，在服务

新产业中发展新产业，是产业

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徐冠

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以传化集团为例，其

在杭州萧山钱塘江南岸，

以创新模式打造了规划面

积 3.78平方公里的传化科

技城。历经近10年开发运

营，传化科技城已形成生

物技术产业集聚、国际化

人才汇聚、多元资本助力

的良好发展态势，成功入

选全国 10家“欧美同学会

海归小镇”之一。

传化科技城的创新发

展，凸显出三个关键词：政

企协同、科产城人文融合、

生态打造。一是政企合力共

同开发建设和运营，2024年

升级为萧山改革“特区”。二

是坚持“科产城人文融合”的

特色规划建设理念。确立打

造科技创新平台、服务创业

与企业成长、建设国际都市

产业新城的目标，发展高端

制造业。三是构建“五链融

合”的特色产业生态。即通

过构建“产业链”、形成“创新

链”、畅通“资金链”、构筑“服

务链”、优化“人才链”，营造

匹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创新

与产业生态。

为进一步发挥龙头企业

作用，支持民营企业参与科技

平台建设，徐冠巨建议，一是

倡导龙头企业主导或参与特

色产业集群建设，政府加大

平台建设支持力度，创新

体制机制，促进大中小企

业融通创新。二是鼓励民

营企业参与建设科技产业

创新产业园。通过政府、

民营企业、科研机构合作，打

造贯通“科创孵化-创新中试-
产业集群”的创新产业园，加

快新质生产力产业化。

两会声音

全国人大代表徐冠巨：

支持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集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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