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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发展面面观①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人才是

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力

量，我国人才资源总量、科技人力资

源、研发人员总量均居全球首位。

近年来，各地不断激发人才创新活

力，“人口红利”正在加快向“人才红

利”转化。

稳定支持，科研人才
坐稳“冷板凳”

7 人入选 2023 年度全球 2%顶

尖科学家榜单；1个教授团队 2项研

究成果入选 2023 中国农业科学重

大进展；首次培育出概念性品种“优

薯 1 号”……这是一份来自中国农

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的

喜人成绩。

傲人成绩的背后，指向“科技人

才分类评价”试点改革。试点改革

中，研究所全面实行“预聘—长聘

制”，对青年人才予以 5 至 6 年的稳

定支持期，鼓励青年人才心无旁骛

开展科研。

“没有频繁的短期考核‘折腾’，

‘预聘—长聘制’让我可以按照个人

兴趣和长期计划来搞科研。”身为研

究所的一名研究员，阮珏通过为期

6 年的考察，40 岁出头的他获得长

聘席位。对职业预期，他心里特别

踏实。

搭建平台，创新人才
落地生根

走进山东省肥城市一处锂电产

业园区，研发实验大楼、专家人才公

寓、企业总部一应俱全，宛如一座

“科技温室”，为初创的锂电企业提

供空间及服务支持。

近年来，肥城市围绕“打造千亿

级锂电产业集群、建设泰山锂谷”战

略目标，锚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赛

道，已经汇聚起全生命周期产业链

条。2 万平方米的研发空间让企业

免费使用，赋予首席专家人、财、物

高度自主权……一系列惠企政策在

产业园区落地。

平台的搭建，让人才有了施展

的舞台。如今在肥城这个县级城

市，站在行业前沿的锂电人才不在

少数。来自中国科学院、山东大学、

武汉大学等科研院校的 26 名博士、

37 名硕士常驻于此，共同为这一新

兴产业添砖加瓦。

面向未来，青年人才
提前布局

4 月 27 日，清华大学 113 周年

校庆到来之际，清华大学成立人工

智能学院。图灵奖获得者、中国科

学院院士姚期智担任该学院首任院

长。学院成立后，将聚焦“人工智能

核心基础理论与架构”和“人工智

能+X”两个重点方向。

青年人才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

的源头活水。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的当下，无论是产业变革还是新业

态的发展，都离不开青年科技人才

的创新活力。

据介绍，新成立的清华大学人

工智能学院将立足国家战略布局，

进一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动实

现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

破。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学院

的建设目标是成为世界顶尖的人工

智能人才高地和创新高地。

（综合各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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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古色古香的海边小屋，房间沐

浴在阳光中。镜头缓慢过渡到阳台，俯

瞰宁静的大海，最后定格在大海、帆船和

云彩的倒影。”

输入这样一段提示词，长达 16 秒的

高清视频很快呈现在眼前。视频中，远

景、中景、近景、特写等不同镜头有序切

换，灰尘、光影等细节细致入微。

4月 27日，2024中关村论坛年会首设

“人工智能主题日”活动，清华大学联合一

家科技企业共同发布我国首个长时长、高

一致性、高动态性视频大模型——Vidu。

据介绍，该视频模型不仅能够模拟真实物

理世界，还拥有丰富想象力，能够生成真

实世界不存在的虚构画面。在“弹吉他的

熊猫”生成视频展示中，一只憨态可掬的

熊猫在湖边席地而坐，自弹自唱，绿水青

山的静谧与熊猫的活泼相映成趣。

今年 3 月，Vidu 还只能生成 8 秒的

视频，仅仅 1 个月时间，这款视频大模型

就实现技术上的新突破。然而，在团队

负责人、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

长朱军看来，从 8 秒到 16 秒的技术突破

用时看似是 1 个月，实则源于长期科研

积累和多项原创成果。朱军介绍，他所

在团队从事生成式人工智能方向研究已

有 20 余年，此次发布的视频大模型就基

于团队在 2022 年提出的核心架构。

“这些技术创新的积累，是最宝贵的

财富。”不少专家表示，在这么短的时间

打造出让人眼前一亮的产品，无疑令人

鼓舞，更让人振奋的是团队完全自主研

发、对标国际顶尖水平的核心技术。

“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

国的必由之路。”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

的“源头活水”，中关村创新发展研究院院

长赵弘在一次主旨演讲中表示，发展新质

生产力，创新方向应“立地”“顶天”。“‘立

地’即原始创新，把基础研究作为主要任

务；‘顶天’即前沿创新，持续挑战最前沿

的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争取前瞻性基础

研究和颠覆性技术实现突破。”赵弘说。

北京市拥有 92 所高校、1000 余所科

研院所，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数量均

位居全国首位，开展基础研究具有天然优

势。锚定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目标，一

大批重大科技成果在北京落地生根。

在猴子的颅内植入一片牵着柔软细

丝的薄膜，用“意念”控制机械臂抓住掉

落的草莓——科幻片中“隔空取物”的一

幕，变成现实。2024 中关村论坛年会开

幕式上，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联合

科技企业自主研发的“北脑二号”，入选

10 项重大科技成果正式发布，填补了我

国相关领域技术空白。

一项项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

果，孕育着新产业、新动能的广袤蓝海，

不断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业基础。

今年 1 月，多部门联合印发《推动未来产

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加

强量子计算机、脑机接口、新型显示以及

6G 网络设备的研发。

“未来产业是用‘明天’的科技锻造

‘后天’的产业，我们必须只争朝夕。”北

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说。

1 个月实现自主研发新突破

瞄准创新“新领域”

写在前面

无人驾驶的摆渡巴士、仿生机器人服务员、多种多样的
元宇宙体验活动……刚刚闭幕的 2024中关村论坛年会，充
满科技感的展会令人难忘，也展示着首都科技创新结出的
累累硕果。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
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培育
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都离不开“科技创新”这一核心要素的加持。
2023年，习主席在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

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要加快建设北京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
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

92所高校、1000 余所科研院所、55万余名科研人员汇
聚首都；量子计算云平台“夸父”、超大规模智能模型“悟道
3.0”等一大批创新成果相继涌现；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
262件……近年来，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工笔画”，逐
渐变为清晰的“实景图”。千年古都，处处跃动着竞逐新质
生产力的蓬勃朝气。

感悟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从北京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看创新发展新动能

■本报记者 于心月

机器人手臂上下摆动，抓取零件往来

穿梭。根据生产需要，还可以对机器人进

行灵活调整和优化……在遍布全国的智

能生产车间里，这样的场景屡见不鲜。

制造出这样一台灵活的机器人，一

个关键核心部件必不可少——RV 减速

机。一个黑色的圆形盒子，上面有两个

对称的圆形齿轮。这样一个直径 15 厘

米左右的部件，被形象地称为工业机器

人的“关节”，零件成本占机器人总成本

近三分之一。

北京工业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副教授纪姝婷和团队，一直从事摆线齿

轮相关理论研究。直至去年 4 月，在北

京工业大学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促进大会

上，纪姝婷团队在“揭榜挂帅”机制的促

成下，与北京亦庄一家科技企业达成协

作，向摆线齿轮制造工艺这一技术共同

发起挑战。

“揭榜”后，纪姝婷带领团队成功研

制出加工高精度摆线齿轮的刀具，并依

托国产机床建立独有的加工工艺。“这项

技术将生产成本降低三分之二，生产效

率提高 2 至 3 倍，目前已投入生产。”企业

相关负责人刘泽鹏表示。

成果转化，是推动科技创新“关键变

量”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最大增量”的关

键。高校和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两大主

体，一头是科技创新的策源地，一头是成

果转换的终点站。提高科技创新成果转

化效率，还需找准各类创新主体的“共振

点”，奏响创新的“交响曲”。

在北京，科研与产业的路径不断缩

短，“科学家办企业”已不是稀罕事。不

断健全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法规体系和

工作体系，让一篇篇顶尖科研论文走出

实验室，一步步走上生产线，转化为实实

在在的新质生产力。

4 月 27 日上午，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促进大会在北京工业大学开幕。百余所

高校和百余家企业参与，高校的最新成

果与市场需求实现“直接对话”。

产学研的距离被不断缩短，北京市

还在更大范围内布局科技成果转换。中

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和

创新型产业集群示范区共同组成“三城

一区”。“三城”着力将集聚的科研资源，

转化为科技创新的制胜优势，相关产业

则在“一区”落地。根据北京市科学技术

委员会公布的数据，2023 年，“一区”承

接“三城”成果超过 270 个，比 2022 年翻

了一番。

走在北京市经开区一处产业园，湖

面波光粼粼，两旁绿树葱茏。园区内，高

性能芯片、基础软件、整机终端、新型计

算等 300 余家企业汇聚于此。他们从实

验室走向这个产业园，也将在这里碰撞

出面向未来的闪亮火花。

校企携手研发核心部件

拥抱创新“共振点”

京津冀三地哪里有创新平台？哪里

有创业服务？有哪些产业领域？

点开京津冀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地

图，答案清晰呈现在眼前：区域内 9 大高

新区鲜明标示，每个创新平台的产业领

域、位置信息等一应俱全，为协同创新

“精准导航”。

这 是 全 国 首 份 区 域 创 新 地 图 ，集

中 呈 现 京 津 冀 5 大 类 创 新 资 源 ，包 括

成 果 转 化 、产 业 创 新 、科 技 服 务 等 300

余 个 平 台 。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京 津 冀

科 技 创 新 服 务 平 台 地 图 上 线 后 ，京 津

冀 国 家 高 新 区 联 盟 将 通 过 集 聚 科 技

创 新 资 源 ，加 强 精 准 指 引 ，吸 引 创 新

主 体 扎 根 京 津 冀 开 展 技 术 研 发 和 落

地产业化。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项

重大要求督促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产业

基础等，在布局新质生产力中迸发比较

优势，携手前行。

北京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

10 年，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10 年。10

年间，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研发优势

逐渐凸显，“一核”辐射带动作用显著增

强。融入国家战略，北京不断推进“新两

翼”发力齐飞，协同创新引领全国高质量

发展的动力源。

中关村是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的主阵地。经过多年发展，中关村早

已走出北京，“类中关村”创新生态系统

在津冀两地开花结果。

2019 年末，我国首例机器人辅助全

脑血管造影手术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天坛医院顺利完成。医护人员在手术

室外控制手柄，室内机器人模拟人手灵

活操作着多种器械。

这款手术机器人由北京天坛医院李

佑祥教授团队自主研发。从科研到临

床，在成果转化的关键节点，团队将目光

投向河北保定。“北京研发，津冀制造”模

式下，去年 3 月，该款机器人成为我国首

款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血管介入

手术机器人。目前，这台机器人已在北

京天坛医院进行临床应用，成功完成手

术近 200 例。今年 5 月，该机器人还将在

河北一家医院推广应用。

我国首个综合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落户京津冀；三地共同发布科技成果供

需清单；京津冀国家高新区联盟成立，首

批即汇聚区域内 9 大高新区……一大批

创新成果落地落实，折射出京津冀协同

创新的“加速度”，也积蓄着高质量发展

的强大动能。

10 年来，京津冀协同创新已不再是

传统的疏解和承接关系。科学技术部相

关负责人解敏表示，京津冀三地正在从

“单向疏解”向“双向互通融合”、从缩小

各自内部差距向增强区域整体实力、从

“破藩篱”向“建生态”转变。发挥北京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作用，三地攥指成

拳，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的势能日益

增强。

1 张地图汇聚 3 地资源

拓展创新“能量圈”

作为我国低成本、大批量卫星研制生

产的“试验田”，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成功

打造卫星批量化生产新模式。按照这一

模式，可以像生产汽车一样生产卫星。

图为工作人员对批量化生产的卫星

姿控组件进行检测。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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