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近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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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进航天
强国的N件事

防雾霾窗纱、空气制水机、水下飞

行潜艇、智能悬浮消防水枪、逃生背包、

自动救助泳衣……第十九届中国国际

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展示了众多生

活日用科技产品。一些产品尽管还显

稚嫩，一些与实际推广应用还有距离，

但让人切实感受到科技改变生活的无

限可能性。走 向 未 来 的 学 习
深圳正在以新方式探索源头创新，推动经济加快转型升级

科技部批准组建六大
国家研究中心

20 家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将布局建设
引领产业技术变革方向，影响产业未来发展态势，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

□ 丽娜 蔡国兆 冯武勇

“善于学习、勇于实践”

“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

“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学习的重要性。

善学者赢。

如果挑选中国现代化建设征程

中的一个世界级学习型城市，很多

海外人士的第一反应是深圳。

“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最引

人瞩目的实践是经济特区。全世界

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

范莫过于‘深圳奇迹’。”英国《经济

学人》这样评价。

善学者胜
始终瞄准国际标准

“深圳充满‘全球思维的人’，他

们爱学习，也善于学习。”从美国威

斯康星大学来深圳的教师劳拉·卡

茨说，这座城市“快速、充满希望、潜

力无限”。

站在城市的视角，深圳几十年

向世界学习，在于擅长从多角度多

层次“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

毗邻香港、背倚南粤的地缘优

势，改革开放先行者的政策优势，聚

合全国“闯家”的人才优势……深圳

找准关键点，学习世界，取法乎上，

在中国乃至全球重要城市中牢固树

立自身所长。

“目前对人类影响最大、覆盖面

最广的技术创新仍在信息技术。深

圳已经是信息产业的全球生产、创

新和交易中心。”深圳发展研究院院

长吴思康说。

已经两赴深圳的“洋创客”、加

拿大滑铁卢大学研究生卡恩的看法

如出一辙，“深圳是全球硬件创新的

最佳地，没有之一”。卡恩目前正在

中国筹划自己的第一个企业。

学习，让深圳出现了更多的第

一。信息科技、加工贸易、港口航

运、生命健康……向国际标准学习，

追赶超越，深圳形成了多个世界级

的产业优势。

“我们不是社会的竞争者，我们

是社会的引领者。”华大基因董事长

汪建说。作为扎根深圳的生命健康

龙头企业，华大的基因测序能力多

年保持全球第一。

学习，让深圳实现了更快的赶

超。连续24年，深圳出口额居全国

内地大城市首位。

“目前深交所的各项指标在国

际上已是前几位，在全国形成了科

技创新企业的市场集聚效应。”深

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吴利军说。

学习，让深圳瞄准了更高的目

标。“要有自信，要有眼光，要有决心

和雄心成为全球的资源配置中心。”

深交所总经理王建军这样定位我国

资本市场。

善学者强
把握“创新”金钥匙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深圳多年来的发展实践显示，

现代化建设征程中，中国学习世界

善于结合国情，将学习所得内在化、

本地化、中国化。这一过程中，创新

是关键。

学习与创新一体两面。学习

可以促进创新，创新是高水平的

学习。

曾经，国际舆论把深圳等同于

“山寨工厂”。而今，华为、腾讯、传

音、大疆……一系列深圳原创品牌

在全球越来越响亮，世界早已改变

对深圳的成见。

过去 5 年，深圳连续入选国

际权威的全球创新城市百强榜，

是 中 国 在 关 键 领 域 领 先 的“ 枢

纽”城市之首。

在福布斯《中国大陆创新能力

城市排行榜》上，深圳多年居于首

位，在高新制造业占规模工业增加

值比重、人口活力以及万人授权专

利量等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

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库分

析显示，2011 年~2016 年，深圳的

国际合作条约专利申请年增长速度

居全球首位，是日本东京的2.5倍，

美国硅谷的3.6倍。

硅谷观察家、国际数据公司全

球移动设备跟踪器项目副总裁

瑞安·里思认为，从科技创新角度看，

深圳和硅谷各有优势，形成互补。

随着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

步伐加快，深圳正在以新的方式

探索源头创新，推动经济加快转

型升级。

“深圳的创新力潜力巨大，将

来对全球科技创新影响力将最

大。”吴思康预言。

善学者智
变世界镜鉴为养分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

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多年来，“深圳速度”是“中国速

度”的代言。1980 年~2016 年，扣

除物价因素，深圳GDP年增速平均

达22.6％。2017年，深圳经济总量

预计将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又一

个跃入“2万亿元人民币”量级的中

国大城市，相当于4个瑞典或波兰

的经济总量。

从市民获得感看，深圳人均

GDP超2.5万美元，已达到中等发达

经济体水平，正朝着更高收入阶段

稳步迈进。

居安思危，知危图安。深圳人

并没有在速度的光环中松懈。放眼

世界，相时而变。

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

深刻影响世界经济格局，以国际为

镜鉴，深圳敏锐把握“竞速时代逝

去，竞质时代开启”的机遇，响亮

提出从“深圳速度”向“深圳质量”

跨越。

放眼未来，深圳又富有远见地

抓住了“标准”这一国际竞争的牛鼻

子，全面构建“深圳标准”，率先创建

标准化创新型城市。截至2016年

年底，深圳研制的国际标准累计达

到1200多项。

富起来强起来的深圳不仅重视

科技创新硬实力，也重视建设文化

软实力。

大芬村，一个曾经的客家小渔

村。近30年间，大芬村从复制油画

出售起家，不断升级创作、生产和销

售链，成为全球商品油画的最大基

地、融合中外的原创国际艺术社

区。不久前，美国国会一个访华代

表团慕名前来考察，惊异和感佩于

中国原创艺术产业的活力。

“大芬村的转型升级是深圳经

济的一个缩影，”大芬美术馆馆长

刘亚菁说，“国际金融危机后，深圳

默默努力，经济不仅没有落下，反能

保持领先，成为赢家。”

“城市代表未来。”美国知名专

栏作家里奇·卡尔加德说，深圳是观

察中国的一个最佳视角。

从最初只有3万多农民到1200

万人口的大都市，从当年的“逃港

潮”到如今的“回深潮”，几十年改革

开放创新发展，深圳已成为展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机与活力的亮丽

名片。国际观察家看到，重视学习、

善于学习，是深圳在世界赛场砥砺

奋进的强大推力。

本报讯 科技部近日宣布，经专家

论证，批准组建北京分子科学等6个国

家研究中心。国家研究中心是适应大

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特点的学科交叉型

国家科技创新基地，是国家科技创新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组建的国家研究中心共6家：北

京分子科学国家研究中心（依托北京大

学和中科院化学研究所组建）、武汉光

电国家研究中心（依托华中科技大学组

建）、北京凝聚态物理国家研究中心（依

托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组建）、北京信息

科学与技术国家研究中心（依托清华大

学组建）、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

（依托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组建）、合肥微

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依托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组建）。

“国家研究中心是在现有试点实验

室和已形成优势学科群基础上组建

的。”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司长叶玉江说，

21世纪初，着眼于我国基础研究未来发

展，科技部先后批准沈阳材料科学等6

个试点国家实验室。10年来，6个实验

室共获得99项国家级奖项，81项国际

级奖项，主导或参与制定国际标准约40

项。国家实验室还聚集了一批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人才队伍，现有固定科研人

员2000多人，其中3人获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拥有两院院士69人。

叶玉江表示，国家研究中心主要面

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

向国家重大需求，聚焦符合科学发展

趋势且对未来长远发展产生巨大推动

作用的前沿科学问题，聚焦可能形成

重大科技突破且对经济发展方式产生

重大影响的基础科学问题，聚焦学科

交叉前沿研究方向，开展前瞻性、战略

性前沿性基础研究，成为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学术创新中心、人才培育中心、

学科引领中心、科学知识传播和成果

转移中心。

“在组织6个国家研究中心抓紧制

定建设运行实施方案、开展建设工作的

同时，将根据世界科技前沿发展趋势和

国家长远发展重大需求，择机启动新的

国家研究中心建设，到2020年初步形

成国家研究中心体系。”叶玉江说。

（陈 芳 刘宏宇）

□ 陈 芳 胡 喆

为加快推进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建设，科技部近日制定了《国家技术

创新中心建设工作指引》。文件明

确，“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布局建设

20家左右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中心

将重点聚焦有望形成颠覆性创新，

引领产业技术变革方向，影响产业

未来发展态势，抢占未来产业制高

点的领域。

文件显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是应对科技革命引发的产业变革，

抢占全球产业技术创新制高点，突

破涉及国家长远发展和产业安全的

关键技术瓶颈，构建和完善国家现

代产业技术体系，推动产业迈向价

值链中高端的重要科技力量，对国

家重点产业领域技术创新发挥战略

支撑引领作用。

文件指出，要在若干重点领域

建设一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形成

满足产业创新重大需求、具有国际

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国家技术创新网

络，攻克转化一批产业前沿和共性

关键技术，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行业领军企业，带动一批科技型中

小企业成长壮大，催生一批发展潜

力大、带动作用强的创新型产业集

群，推动若干重点产业进入全球价

值链中高端，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

版图和创新格局中的位势。

此次出台的文件还对未来国家

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建设领域进行了

规划，将主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

济主战场以及国家重大需求等方面

展开，包括：

——有望形成颠覆性创新，引

领产业技术变革方向，影响产业未

来发展态势，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

的领域，包括大数据、量子通信、人

工智能、现代农业、合成生物学、微

生物组、精准医学等；

——突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

瓶颈制约，能够产生显著经济社会

效益的领域，包括高速列车、移动通

信、智能电网、集成电路、智能制造、

新材料、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油气勘

探与开发、生物种业、生物医药、医

疗器械、环境综合治理等；

——涉及国家安全和重大利

益，关系国计民生和产业命脉的“卡

脖子”问题，包括航空发动机及燃气

轮机、大型飞机、核心电子器件、核

电、深海装备等。

据悉，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将围

绕落实国家重大创新战略，统筹考

虑区域布局。依托企业、高校、科研

院所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各级

政府参与和支持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建设工作。根据相关产业领域创新

发展实际，可采取多种组建模式，

“一中心一方案”。一般以3年为建

设周期。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步入全球组

网时代，风云气象卫星“家族”又添

新丁……党的十九大后不到一个月时

间内，中国航天动作频频。面向未来，

中国航天将写下哪些新精彩？

如果挑选中国现代化

建设征程中的一个世界级

学习型城市，很多海外人士

的第一反应是深圳。改革

开放近 40 年，中国最引人

瞩目的实践是经济特区。

图为在德国汉诺威举行的

2017 年德国汉诺威消费电

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上，

一名参观者参观华为公司

展区。（资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 单宇琦 摄

科技走进生活
未来随之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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