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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國「十二五」科技發展的總目標，萬鋼表示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
自主創新能力要顯著增強，科技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大幅提升；二是在重

點關鍵領域環節實現重大科技突破，科技進步和創新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
支撐引領能力大幅提升；三是基本建成功能明確，結構合理，良性互動，運行高
效的國家創新體系，科技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效率大幅提升。

強健「骨骼」需營養足
萬鋼表示，為實現上述總體目標，中國科技發展將主要在五大方面㠥力。分別

是：加快實施科技重大專項，積極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前瞻部署基礎科
學和前沿技術研究；運用高新技術加快提升傳統產業；切實加快農業農村科技創
新；大力提升科技改善民生的能力。
中央明確提出，「十二五」期間科技進步與創新要成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的重要支撐。萬鋼形象地將科技比喻為中國經濟轉型的「骨骼」，如何為「骨骼」
加強「營養」，他認為，「一在戰略，二在企業，三在人才，四在服務」。提高自
主創新能力，關鍵則是要政、產、學、研、用這五方面必須緊密結合。

全面推進自主創新思路
高鐵建設是中國科技自主創新的典型代表。萬鋼表示，「從引進消化的250公里

的時速到挑戰全新時速，需要全面創新。科技部、鐵道部共同啟動了中國高速列
車自主創新計劃，集聚了25所高校、10多個重點科研院所、50多個國家工程中心
和國家重點實驗室、三大整車廠和500多家零部件廠商。68名院士和上萬名科技人
員投身其中，實現了車型、制動、驅動、減噪等十大關鍵技術突破」。
萬鋼指出，「十二五」期間，科技部將深入落實科技、人才、教育三個規劃綱

要的戰略任務，從推進創新發展、深化科技改革、擴大科技開放等三方面強化部
署安排。既強調科技創新能力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支撐服務能力，又要大幅提
升科技持續發展能力。既要創新體制機制，增強科技發展的動力和活動，又要全
面推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深入實施技術創新工程，大力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能
力。「要以全球視野推進創新能力建設，快速提升中國的科技水平，擴大中國科
技的國際影響力」。

金融危機爆發後，科技創新對經濟
社會發展的牽引作用日益凸顯。「從
國際上看，世界科技發展進入空前活
躍的創新時代，主要國家紛紛把新能
源、信息、生物等技術作為新一輪產
業發展的重點」，萬鋼表示，創新已成
為當今世界最具時代特色的發展理
念。
萬鋼這位曾在海外工作多年的部

長，對世界各國的創新戰略十分了
解，他亦坦言，中國科技發展正面臨
日益加大的競爭壓力。「我們注意到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國情咨文』中，
談到了中國的計算機、高速列車和太
陽能，他還強調了絕不會退居第二
位」，萬鋼說，發達國家近期紛紛調整
科技創新戰略，加大研發投入，爭奪
創新人才，搶佔未來發展制高點。

培育戰略性新型產業
萬鋼表示，發達國家施加技術貿易

制裁，對中國進行技術封鎖和高新技
術出口管控已成常態。以印度、巴西
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在
其優勢技術領域加強部署，人才爭奪
更加激烈，這既為中國加強合作創造
了機會，也帶來了越來越大的壓力。
「從國內看，需要準確把握中國經

濟社會發展對科技創新的新需求」，萬
鋼表示，「十二五」期間，國內發展
對科技進步和創新的有效需求將顯著
增加：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迫切需
要更加強勢和持續的科技支撐；培育
戰略性新型產業迫切需要科技超前部
署和引領發展，建設和諧社會更迫切
需要依靠科技創新改善民生。

五方面入手贏取先機
對於未來如何在全球科技競爭中贏

取先機，萬鋼表示，未來將從五方面
入手。首先，進一步加大對科技創新
的投入，在增加國家財政科技投入的
同時，引導企業和社會資金投入。
第二，大力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加

速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增強科技
進步和創新對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的支撐能力。
第三，加強創新型科技人才隊伍建

設，充分發揮人才作用，為科技事業
發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第四，擴大和深化國際科技合作與

開放，統籌用好國際和國內科技資
源。
第五，進一步推進各項創新政策的

落實和制定，加強創新文化建設，營
造有利於創新的良好環境。

■標誌性科研成果：載人航天、探月工程、天河一號、高速鐵路、量子通

訊、載人深潛取得突破性進展，極大提升了中國在世界科技領域的地位。

■國家科研投入：投入經費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長，2010年已接近7,000億

元，有望進入世界前三位。

■科研實力：2010年全國R&D(研究與試驗性發展)人員接近260萬人。科技論

文被SCI數據庫收錄近13萬篇，居世界第二。

■高技術產業：2010年總產值達7.5萬億元，居世界第二，高技術產業產品出

口額連續五年保持世界第一。

■國際合作：參與熱核聚變試驗堆、歐洲核子中心等國際大科學工程。科技

合作在國家整體外交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科技已成為中國綜合實力的重

要標誌。 數據提供：國家科技部

香港回歸近14年來，與內地的科技合作日益緊密，
成果惠及內地及本港各界。國家科技部將繼續出台相
關政策，鼓勵兩地在高新技術領域開展合作，令香港
科技資源進一步融入國家創新體系。
記者：隨㠥內地與香港進一步深化交流，科技合作

已成為促進兩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共同議題。請問萬

部長，近年來兩地的科技合作概況是怎樣的？

萬鋼：科技部非常關注兩地的科技合作。近年來，
在中央對港工作方針指引下，在內地與香港科技主管
部門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下，兩地基於「優勢互
補、互惠雙贏」的原則，全面啟動科技交流與合作，
並取得積極成功。科技部方面，則通過機制、人才、
政策三個層面入手，全面力促兩地更緊密的合作。

設兩地高層交流協調機制
科技部與香港原工商及科技局在2004年就已成立了

「內地與香港科技合作委員會」。近年來，由兩地科技

主管部門及主要科研機構組成的委員會，圍繞㠥IC設
計、電子標籤(RFID)、汽車零部件、中醫藥、基地建
設、納米、重大計劃、節能與環保等8個領域展開合
作。這一兩地科技交流與合作高層協調機制的建立，
對加強兩地科技合作的統籌起到了機制保障作用。
2010年，CEPA補充協議7簽署，並正式納入創新科

技產業合作等相關內容。這一協議內容由科技部牽頭
制定，未來將在兩地科技合作委員會框架下不斷推進
科技產業的合作。科技部重點推動了粵港、深港區域
科技合作，並探索了有利於兩地開展更緊密合作的新
舉措。科技部已研究制定在廣東實施「先行先試」的
科技合作政策和措施。
記者：你出掌科技部以來，十分關注人才培養的問

題。請問，兩地科技人才交流近來出現哪些新亮點？

在「十二五」期間，兩地科技人才交流將呈現哪些新

趨勢？

萬鋼：「十一五」期間，內地與香港科技交流取得

了非常大的突破，來自於香港高校的科研人員都能參
與國家973、863等重大科研項目，他們甚至可以擔任
首席科學家。截至2009年，973計劃共支持香港地區7
家科研機構的47名學者承擔了973計劃任務，其中擔任
項目首席科學家3人次，課題負責人8人次。

續支持港澳建夥伴實驗室
高校和科研機構合作建立實驗室亦是兩地科技交流

合作的關鍵。截至目前，科技部已經同意香港5所高
校建設12個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夥伴實驗室，獨立運
行，不列入內地國家重點實驗室序列，以加強兩地重
點科研基地展開深層次的合作與交流。十分感謝特區
政府，為了這些實驗室，每年都會撥付200萬港幣的費
用，非常不容易。
「十二五」期間，在兩地科技合作委框架下，兩地

將進一步推動香港科研機構和人員參與國家重點科技
計劃；支持內地和港澳地區的大學、科研機構合作設

立聯合實驗室、研發中心；繼續支持在港澳地區建立
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和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分中心；開展香港專家學者入選國家科技計劃專家
庫，參與計劃課題的評審，以深入了解內地科研實力
和科技計劃管理流程等工作，同時積極促進粵港、深
港區域科技合作。
記者：「十二五」期間，內地與香港的科技合作還

將有哪些突破？科技部方面還將出台哪些政策支持兩

地科技合作？

萬鋼：未來五年，兩地的科技合作將更加緊密，在
科技服務業特別是科技金融等方面的合作前景十分廣
闊。內地與香港將以國家「十二五」科技發展規劃制
定和實施為契機，研究探討如何加強兩地在不同層面
的科技合作，鼓勵兩地從基礎研究領域逐步向應用領
域，乃至高新技術領域展開合作，使香港科技資源進
一步融入國家創新體系，從而推動內地與香港經濟科
技水平的穩步發展。

航天探月成果豐「十二五」繪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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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技界近年來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成

績：載人航天、探月工程、載人深潛、高速列

車、天河一號⋯⋯一連串的亮麗成績，令人看到中國科學探索「上

天入海」，科技產業突飛猛進，創新機制成果豐碩，數百年來中國

「科技強國」夢想的曙光，已在眼前。「十二五」開局的重要時

刻，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家科技部部長萬鋼在北京接受香港文匯報

專訪，描繪了未來五年中國科技發展的宏偉藍圖，解讀了創新型國

家建設攻堅時期的戰略部署。對於五年後實現科技創新發展的總體

目標，這位科學家部長堅定而自信地給出了肯定的答案：「我充滿

信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港納國家創新體系 合作更趨緊密

助中國
科技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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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鋼參觀國產大飛機C919大飛機客艙。

■萬鋼參觀「十一五」科技成就展。他認為，「十一五」
是中國科技的重要躍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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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運行交車儀式上，萬鋼
(右)親自駕駛新能源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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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新能源汽車，是萬鋼十餘年來一直力主發展的主要科技戰略。「十二五」
期間，新能源汽車的發展面臨重大機遇，「全面掌握核心技術，形成有較強競爭
力的工業體系，實現中國由汽車大國向汽車強國的轉變」，已成為未來五年中國新
能源汽車的發展目標。

盼實現大規模產業化
「以普通家用的1.6升排量汽車為例，普通汽車百公里耗油8升，需要負擔超過60

元，而電動汽車約耗電16度，價格只有10元，這意味㠥電動汽車每百公里就可節
省50多元人民幣」。萬鋼表示，上述僅僅是新能源汽車在價格使用方面的優勢，更
重要的是新能源汽車將促進中國能源結構的調整。
「電動汽車基礎設施與太陽能、風能等能源的結合，是重要的觀點」，萬鋼表

示，面對氣候變化挑戰、全球能源危機，新能源汽車的發展日趨緊迫。他表示，
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的條件基本成熟，未來以具有產業和市場優勢的小型乘
用車、大中型客車為突破口，「完全有可能率先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能源
汽車大規模產業商業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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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車發展提速

把握新需求 對抗外部競爭

■上海世博會新能源汽車示
範運行交車儀式上，萬鋼
(右)親自駕駛新能源汽車。

■在今年1月11日，萬鋼到中
科院動物所化學所調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