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近平：中國須成創新高地
兩院院士大會發表重要講話 強調實現關鍵技術自主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

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昨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隆重開

幕。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

並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中國要強盛、要復興，就一定要大力

發展科學技術，努力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形勢逼

人，挑戰逼人，使命逼人。我國廣大科技工作者要把握大勢、搶

佔先機，直面問題、迎難而上，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引領科技發

展方向，肩負起歷史賦予的重任，勇做新時代科技創新的排頭

兵，努力建設世界科技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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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強調，十八大以來，我們總
結我國科技事業發展實踐，觀察

大勢，謀劃全局，深化改革，全面發
力，堅持黨對科技事業的領導、堅持
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奮鬥目標、堅持
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堅持以深
化改革激發創新活力、堅持創新驅動
實質是人才驅動、堅持融入全球科技
創新網絡，我國科技事業密集發力、
加速跨越，實現了歷史性、整體性、
格局性重大變化，重大創新成果競相
湧現，一些前沿方向開始進入並行、
領跑階段，科技實力正處於從量的積
累向質的飛躍、點的突破向系統能力
提升的重要時期。
習近平指出，進入21世紀以來，全
球科技創新進入空前密集活躍的時
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
重構全球創新版圖、重塑全球經濟結
構。科學技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
刻影響着國家前途命運，從來沒有像
今天這樣深刻影響着人民生活福祉。

要敢走前人沒走過的路
習近平強調，要充分認識創新是第
一動力，提供高質量科技供給，着力
支撐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要以提高
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以支撐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把提高供給體
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推動經濟發展
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顯
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要把握數
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融合發展的契
機，以信息化、智能化為槓桿培育新
動能，優先培育和大力發展一批戰略
性新興產業集群，推進互聯網、大數
據、人工智能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推動製造業產業模式和企業形態根本
性轉變，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
鏈中高端。
習近平指出，要矢志不移自主創

新，堅定創新信心，着力增強自主創
新能力。只有自信的國家和民族，才
能在通往未來的道路上行穩致遠。樹
高葉茂，繫於根深。自力更生是中華
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奮鬥基
點，自主創新是我們攀登世界科技高
峰的必由之路。我國廣大科技工作者
要有強烈的創新信心和決心，既不妄

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勇於攻堅克
難、追求卓越、贏得勝利，積極搶佔
科技競爭和未來發展制高點。要以關
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
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為突破口，
敢於走前人沒走過的路，努力實現關
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把創新主動
權、發展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中。要強化戰略導向和目標引導，強
化科技創新體系能力，加快構築支撐
高端引領的先發優勢，加強對關係根
本和全局的科學問題的研究部署，在
關鍵領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
集合精銳力量，作出戰略性安排，盡
早取得突破。要把滿足人民對美好生
活的嚮往作為科技創新的落腳點，把
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為科
技創新的重要方向。

自主創新需借八方之力
習近平指出，要深度參與全球科技治

理，貢獻中國智慧，着力推動構建人類
命運共同體。自主創新是開放環境下的
創新，絕不能關起門來搞，而是要聚四
海之氣、借八方之力。要深化國際科技
交流合作，在更高起點上推進自主創
新，主動佈局和積極利用國際創新資
源，努力構建合作共贏的夥伴關係，共
同應對未來發展、糧食安全、能源安
全、人類健康、氣候變化等人類共同挑
戰，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惠及其他更
多國家和人民，推動全球範圍平衡發
展。要堅持以全球視野謀劃和推動科技
創新，積極主動融入全球科技創新網
絡，提高國家科技計劃對外開放水平，
積極參與和主導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工
程，鼓勵我國科學家發起和組織國際科
技合作計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書記處書記王滬寧，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出席會議。
大會由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主持。
中國工程院院長周濟致開幕詞。1,300
多位兩院院士，「百名科學家、百名
基層科技工作者」代表，中央和國家
機關及軍隊有關方面負責同志，在京
有關科研機構的科技人員和高等院校
師生代表等出席大會。

■ 中國要強盛、要復興，就一定要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努
力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

■ 自主創新是開放環境下的創新，絕不能關起門來搞，而
是要聚四海之氣、借八方之力。

■ 實踐反覆告訴我們，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
討不來的。

■ 要通過改革，改變片面將論文、專利、資金數量作為人才
評價標準的做法，不能讓繁文縟節把科學家的手腳綑死
了，不能讓無窮的報表和審批把科學家的精力耽誤了。

■ 當科學家是無數中國孩子的夢想，我們要讓科技工作成
為富有吸引力的工作、成為孩子們尊崇嚮往的職業，給
孩子們的夢想插上科技的翅膀，讓未來祖國的科技天地
群英薈萃，讓未來科學的浩瀚星空群星閃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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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科學
院院長白春禮於昨天舉辦的院士大會全體
會議上，向來自美國、英國、俄羅斯、日
本、巴基斯坦、芬蘭、波蘭等國13位近年
來新當選的中科院外籍院士，一一頒授中
科院院士證書和徽章。
白春禮表示，中科院學部一直把加強國際

科技交流合作、提升中國在國際科技界的影
響力和促進科技外交作為重要使命。隨着中
國科技創新能力和水平的不斷提高，越來越

多的院士在國際科技組織擔任重要職務。

牽頭發起國際大科學計劃
白春禮介紹說，中科院還依託學部諮詢

項目牽頭發起國際大科學計劃，其中，在
學部諮詢項目「絲綢之路經濟帶資源環境
格局及發展潛力」的研究基礎上，目前已
形成由中國牽頭組織，48個國家和國際組
織參加的「數字絲路國際科學計劃」，並
向全球發佈《數字絲路科學規劃書》，為

服務全球可持續發展和「一帶一路」建設
作出卓越貢獻。中科院還創辦國際化的
「雁棲湖會議」，2017年9月以「微生物海
洋學—陸海統籌論碳匯」為主題，在北京
舉辦首次「雁棲湖會議」，相關成果直接
為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海洋報告寫
作研討提供有力支撐，極大加強中國在海
洋生態系統領域的話語權。
白春禮還透露，據不完全統計，有50多位
中科院院士擔任了70多個國際科技組織的主
席、副主席、理事等重要職位，擴大了中國
科技界的國際影響力，促進了中國與國際科
技界的合作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講話中談
到科技體制改革時，習近平強調，要全面深
化科技體制改革，提升創新體系效能，着力
激發創新活力。
習近平指出，創新決勝未來，改革關乎國
運。科技領域是最需要不斷改革的領域。科
技體制改革要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
闖難關，破除一切制約科技創新的思想障礙
和制度藩籬。要堅持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
「雙輪驅動」，以問題為導向，以需求為牽
引，在實踐載體、制度安排、政策保障、環
境營造上下功夫，在創新主體、創新基礎、
創新資源、創新環境等方面持續用力，強化
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
效能。要優化和強化技術創新體系頂層設

計，明確企業、高校、科研院所創新主體在
創新鏈不同環節的功能定位，激發各類主體
創新激情和活力。要加快轉變政府科技管理
職能，發揮好組織優勢。要着力改革和創新
科研經費使用和管理方式，改革科技評價制
度，正確評價科技創新成果的科學價值、技
術價值、經濟價值、社會價值、文化價值，
把人的創造性活動從不合理的經費管理、人
才評價等體制中解放出來。

勿讓繁文縟節綑死科學家
在談到科技人才的地位時，習近平強調，

要牢固確立人才引領發展的戰略地位，全面
聚集人才，着力夯實創新發展人才基礎。要
創新人才評價機制，建立健全以創新能力、

質量、貢獻為導向的科技人才評價體系，形
成並實施有利於科技人才潛心研究和創新的
評價制度。要完善科技獎勵制度，讓優秀科
技創新人才得到合理回報，釋放各類人才創
新活力。要通過改革，改變片面將論文、專
利、資金數量作為人才評價標準的做法，不
能讓繁文縟節把科學家的手腳綑死了，不能
讓無窮的報表和審批把科學家的精力耽誤
了。要營造良好創新環境，加快形成有利於
人才成長的培養機制、有利於人盡其才的使
用機制、有利於競相成長各展其能的激勵機
制、有利於各類人才脫穎而出的競爭機制，
培植好人才成長的沃土，讓人才根系更加發
達，形成天下英才聚神州、萬類霜天競自由
的創新局面。

創新決勝未來 改革關乎國運

「亞洲電動車之父」陳清泉：

港院士要在灣區建設中發揮更大作用

中科院13外籍新院士獲頒證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中國工程院首位香港院士陳清泉在北京出席
兩院院士大會時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
他表示，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顯示出對科技
工作的高度重視，對兩院院士的親切關懷，
並對院士們給予重託厚望。「香港的院士
們，要考慮怎樣在粵港澳大灣區以及國家建
設中發揮作用」，牽頭組織在港院士給習主
席致信的陳清泉說，習主席對香港非常重
視，從精神上、物質上都支持香港的科技創
新發展，這令香港科技工作者備受鼓舞。
陳清泉被譽為「亞洲電動車之父」，是第

一位來自香港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對於習近
平主席在出席兩院院士大會時發表的重要講
話，陳清泉表示，習主席對科技創新工作高
度重視，更十分關心兩院院士。習主席提出
要進行科技體制改革，更好地為科技工作者
服務，還提到對退休院士給予待遇和禮遇，
這都令人非常感動。
「習主席說兩院院士是國家的財富、人民

的驕傲、民族的光榮，這是對院士群體非常
高的評價，說明對院士們寄予厚望。」陳清
泉說，作為院士，要不辜負習主席的重託，
在自己崗位上做好。特別是香港院士，要在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發揮更大作用。

香港科創缺戰略規劃
陳清泉說，香港對科技投入不足GDP的

1%，遠遠低於內地的科技投入比例。同時，
香港對科技創新亦缺乏戰略規劃。
作為兩地科技創新交流的實踐者，陳清泉深
感兩地科技界之間存在着一些問題。「最明顯
的是，以前內地在香港設立科研分中心，但是
資金過不來；香港各大學在深圳有一些聯合實
驗室，但購買的設備拿到深圳就要被抽稅。」
陳清泉說，類似問題出現較久，他作為政協委
員也反映過，但沒有得到解決。在此背景下，
陳清泉牽頭組織其他23名在香港的兩院院士聯
名致信習主席，並很快得到回覆。
「習主席對香港院士的批示，讓香港和內

地科技界之間的『大橋』建立起來，現在內
地的資金可以到香港，香港的科學家可以申
報國家項目、參與國家建設，這是一個重大
的突破，也是給香港科技工作者的強心
劑」。陳清泉強調，強心劑是否能起到作
用，還要香港本身有所作為。他提出，一方
面希望香港特區政府制定科技長遠規劃，與
內地有關方面對接；另外，也希望香港廣大
科技工作者，乘風破浪，戮力前行。
陳清泉表示，習主席的重要批示，不僅是

對香港的物質支持，更是對香港科學家們的
精神鼓勵，「大家能感受到習主席的關
懷」。陳清泉相信，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
速、兩地科技創新交流新政策、香港國際化
資源優勢等背景下，香港科學家將為國家建
設奉獻更多力量，同時也將大大促進香港建
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提升轉變香港的經濟
結構，把科技列入香港的主要支柱之一，扭
轉過分依賴地產和股票的局面，為香港的長
期繁榮穩定作出貢獻。

■■兩院院士大會昨日在北京人民兩院院士大會昨日在北京人民
大會堂隆重開幕大會堂隆重開幕。。 新華社新華社

■■習近平於兩院院士大會習近平於兩院院士大會
發表重要講話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