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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

京報道）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強

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列為明年抓

好重點任務之首，這是科技創新問

題近年來首次列為重點任務。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創新政

策所副所長張赤東研究員昨日就此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此次

會議體現了黨中央對當前中國發展的重大研判，即把創新擺在國家發

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科技管理工作已成為國家宏觀調控的綜合職能，

這凸顯出科技在中國未來經濟發展中將發揮更大的作用。張赤東亦指

出，與京滬兩大傳統科創中心相比，粵港澳大灣區具有市場發揮決定

性作用、國際化定位、產業鏈內循環這三大優勢。在全球化過程中，

粵港澳大灣區從國家定位上講，很重要的對接資源，就是香港和澳門

這兩個平台。

灣區科創須用好港澳平台
科技戰略專家張赤東：具市場化國際化產業內循環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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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處處發力 而是留好底牌

一頭抓基礎研究 一尾抓企業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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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國體制變遷 吸納民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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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經濟工作會議，與以往有很大
變化，真正地把創新擺在了核心

的位置上。」張赤東表示，這是進一步
落實黨的十九大特別是五中全會精神，
將創新作為破解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難題
的最關鍵舉措。這顯示出，當前中國已
作出非常重要的研判，國家創新驅動發
展戰略進一步落地落實，科技創新是推
動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意味着中國未
來經濟發展，將會從此前的依靠資源、
資本投入，轉向依靠智力、科技投入，
實現一種更高級、更多附加值、更可持
續的經濟增長方式。

未來產業依靠科技創新
張赤東表示，十八大以來，在經濟新

常態過程中所遇到的發展方式轉型，產業
結構升級，增長動力轉換等三大問題，無
不需要靠創新來解決。此次中央經濟工作
會議將創新列為首要任務，可以說中央在
政策實施上是越來越深入，戰略方向是一
以貫之的。
同時，在當前中國的現實發展中也迫
切需要創新來解決問題。張赤東表示，例
如當前的疫情，如何解決疫情對經濟生
產、社會活動造成的影響，就需要有更靈
活、快速反應的科研能力，及時捕捉病毒
的變化，快速研發藥物和疫苗，保證社會
經濟的正常運轉。中國面臨非常嚴峻的國
際環境，如何保證產業關鍵核心技術在突
然斷供的情況下繼續生產，更需要依靠科
技創新。再者，全球正處於科技革命和產
業變革過程中，任何一個發達國家或者主
要經濟體都在布局未來產業，在未來產業
競爭中謀取一席之地依靠的依然是以科技
創新為核心的創新競爭力。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科技創新作為
重要任務提出，這充分表明，在新時期面
對新情況、新挑戰，中國已經找到的新路
徑，科技創新正是更有效、更徹底解決問

題的根本性路徑。」張赤東說。
在十九屆五中全會上通過的「十四

五」規劃建議提出，支持北京、上海、粵
港澳大灣區形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而此
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則明確指出，支持有
條件的地方建設國際和區域科技創新中
心。此前，張赤東認為，與京滬兩個科創
中心相比，粵港澳大灣區具有市場發揮決
定性作用、國際化定位、產業鏈內循環這
三大優勢。

民企是灣區科創核心力量
「粵港澳大灣區與上海、北京一個明

顯不同的地方，就是京滬基本是以國有經
濟力量為主的，而粵港澳大灣區是以市場
上誕生的民營經濟科技力量為核心的。」
張赤東說，粵港澳大灣區的顯著特點，是
更依靠市場的運作機制。可以說，粵港澳
大灣區是在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下發展起
來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張赤東認為，在全球化過程中，粵港

澳大灣區從國家定位上講，很重要的對接
資源，就是香港和澳門這兩個平台。「特
別是香港的特殊地位，決定了粵港澳大灣
區在國際化過程中與上海、北京的不
同。」張赤東表示，雖然上海也是典型國
際化大都市，但與香港還是有區別的。所
以，粵港澳大灣區有香港、澳門這兩個平
台，在國際化過程中就可以進行更好的資
本、技術、人員等多方面的交流、互通、
互動。
粵港澳大灣區的第三個優勢，張赤東

表示，隨着民營經濟的崛起，粵港澳大灣
區在以先進製造為核心的諸多領域，特別
是一些新興技術領域，在產業鏈的布局與
配套上都形成了非常強的內部循環發展能
力。他認為，粵港澳大灣區以製造業為核
心的能力，將會成為代表中國製造核心競
爭力的一種模式，與世界形成內循環外循
環的良好互動關係。

部分被「卡脖子」關鍵技術
1.光刻機

2.芯片

3.操作系統

4.觸覺傳感器

5.真空蒸鍍機

6.手機射頻器件

7.航空發動機短艙

8.iCLP技術

9.重型燃氣輪機

10.激光雷達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發揮新型舉國體
制優勢，發揮好重要院所高校國家隊作用，
推動科研力量優化配置和資源共享。今年應
對新冠疫情當中，針對疫苗研發，新型舉國
體制就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國家第一時
間布置五條疫苗技術路線，中科院、中疾控
等科研國家隊提供關鍵技術，國藥、科興等
國企、民企全力參與研發、臨床試驗、生產
等環節，疫苗研究成果迅速從實驗室轉化到
生產車間，中國不僅在疫苗研發上處於全球
第一方陣，更有望在產能上達到年產10億劑
量級，這是疫情防控的關鍵一步。
「大家討論舉國體制，第一個標誌性的就

是『兩彈一星』工程，在那個時期只能調動
全國資源才能保障搞好這樣的一個重大科技
項目。」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創
新政策所副所長張赤東研究員說，當前，中
國已成為全球主要經濟體，科技研發經費位
居世界第二位，新時期的新型舉國體制自然

也會產生組織形式、目標、參與方等結構性
變化。
張赤東表示，新型舉國體制更聚焦在科學

技術方面的某些關鍵領域，以保證國家安全和
競爭力。在新冠疫苗研發過程中展現的新舉國
體制，組織更加靈活、快捷，參與方更加開
放，目標是更符合市場要求的，甚至說最終是
一種適應市場為條件的交付。「這是政府治理
能力的重大進步。」
張赤東認為，當前中國的新型舉國體制已

經變成了一種國家對重大問題、重大項目、
重大目標的科研組織方式，融合成為一種更
加靈活運用的政府組織手段。不僅民營企業
進入新型舉國體制，很多資源也不再是封閉
式投入的，完全可以引入社會資本和多方力
量。可以說，新型舉國體制是中國在科研工
作組織中的新探索，是隨着社會經濟發展，
在安全領域、技術領域和民生領域中產生的
國家與任務之間的協調關係，是新需求變化
所產生的一種新組織模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抓緊制定
實施基礎研究十年行動方案，重點布局一
批基礎學科研究中心，令外界更加關注中
國基礎研究的布局。「如果一個國家GDP
排在全球前列，但是基礎研究能力卻比較
落後，那就是別人常說的『大個頭娃
娃』，身體長得像成人一樣，智商卻像個
幼童。」張赤東以此來比喻基礎研究對於
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他表示，原始創
新能力是自主創新最關鍵的能力，是面向
「卡脖子」問題提供解決方案的根本創新
途徑。源頭性創新技術需要原始創新，原
始創新的根基是基礎研究。
張赤東表示，中國經濟發展需要提升

自主創新能力，關鍵在於原始創新、基
礎研究能力的提升。基礎研究是一類投
入周期長、資金大、不確定性高的科研
活動。市場力量，單個企業或幾個企業
聯合起來，都很難承受基礎研究的壓
力，所以基礎研究一定需要國家資助。
在國家發展經驗上，各主要發達國家的
政府都是基礎研發投入的核心、主力，
甚至從早期中小學科學精神教育開始，
到大學科研項目資助，再到研發攻關，
基礎研究一直離不開政府的支持，是政
府公共研發智能所在。

一定要進行前沿布局
他認為，基礎研究十年行動的布局，與
中國科技強國發展目標是相一致的。2020
年到2030年，中國要進入世界創新型國家
前列，這要求中國在若干領域的原始創新
能力必須要產生一些標誌性的成果，特別
是在某些領域中應該具有自己獨特或是領
先的技術，包括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
成電路、腦科學、生物育種等領域一定要
進行前沿布局，也就是必須在相關基礎研
究中提前作好準備。
張赤東特別強調，基礎研究要遵循科學

規律，「基礎研究不是說投入下去就會有

效果的」，首先要長期投入，其次要給科
學家研究一個積累的時間，至成果出來之
後，成果的實用性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優
化、改進。可以說，基礎研究十年行動計
劃，將會成為2030年科技強國建設的重要
戰略部署。
面向未來的創新發展，張赤東總結了

「頂天立地、一頭一尾」。頂天的一頭是
抓基礎研究，立地的一尾要抓企業創新。
基礎研究解決未來佔領科技高峰問題，這
決定了真正的地位問題。企業創新解決的
是社會經濟發展基本需求，保證國家經濟
健康穩定發展，具備全球競爭力。這樣的
一頭一尾，將成為國家強大的重要支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在國際環境的影響下，「卡脖子」問
題受到空前關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
出，明年要實施好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工
程，盡快解決一批「卡脖子」問題。
張赤東表示，「卡脖子」技術之所以成
為當前發展中的瓶頸，是因為在實際應用
中缺少在技術鏈條上對某些環節的主動控
制。在技術鏈條上，原來是全球一體化的，
很多技術可以通過外貿、引進等方式來獲
得，但當國際環境變化後，無法通過國際渠
道獲得技術支持時，就被「卡」住了。
他認為，解決「卡脖子」最核心的問

題，是在實際應用中要完善創新鏈和技術
鏈，要始終有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做好
「備胎計劃」，有了替代方案，產業鏈就

非常安全，技術鏈則具有可競爭性和彈性
空間。
「要知道，在全球化格局下，任何一

個國家不可能從頭到尾把所有的技術都搞
定，所以中國現在更需要的是在全球產業
鏈布局下，形成一種可以互動合作的模
式。比如你在這塊很擅長，我在那塊特別
擅長，咱們兩個結合便是最好的。」張赤
東認為，中國不需要處處都發力，但是一
定要在核心關鍵上掌握好主動性。
張赤東表示，對於那些無論如何都買不

來的技術，只能靠中國在發展內循環的應
用實踐中，不斷優化、升級、完善技術。
這可能需要一個長期的發展計劃和考慮，
特別是在政策支撐上需要有長遠規劃，才
能真正解決「卡脖子」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