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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 国 创 新 不 停 步

□ 叶晓楠 魏良炜 史静远

2019年，中国创新的步履

不曾停歇。当人们回顾 2019

年时，看到的是一串令人惊叹

的中国创新成果：

这一年，我们仰望星空，嫦

娥四号成功着陆月球背面，中

国“龙”系列商业运载火箭亮相

世界；

这一年，我们探索海洋，中

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山东舰

交接入列，中国最大的海洋渔

业综合科学调查船“蓝海101”

号首航；

这一年，我们关注身边，中

国高铁里程不断增长，北京大

兴国际机场创多项“世界之

最”，5G商用引得世界点赞；

……

这一年，中国创造了许多

“最”“首次”“第一”，这些振奋

人心的字眼，记录了中国创新

的累累硕果，彰显着中国创新

的昂扬力量。

创新领域新政频出

2019年3月11日，在第十

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

心举行的记者会上，科技部部

长王志刚表示，中国的现代化

进程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核心

位置，作为重要支撑和引领力

量，也作为发展的重要动力。

这一年，陆续有不少创新

领域的新政出台，助力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激发

创新活力。

2019年 3月初，中国证监

会正式发布《科创板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和《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

监管办法（试行）》。同时，经

证监会批准，上海证券交易

所、中国结算相关业务规则随

之发布。

证监会指出，科创板不是

简单增加一个“板”，其核心在

于制度创新和改革。设立科创

板并试点注册制的主要目的，

是增强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

包容性，更好地服务具有核心

技术、行业领先、有良好发展前

景和口碑的企业，通过改革进

一步完善支持创新的资本形成

机制。

科创板成为越来越多高科

技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的优先选

择。截至2019年 12月 22日，

科创板已受理189家企业上市

申请，67家企业正式挂牌交易。

不仅在融资方面，在顶层

设计上，中国也是全方位布局，

助力科技企业发展。2019年8

月5日，科技部印发《关于新时

期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快创

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

简称《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

财税支持、人才培育、创新创

业、科技服务等科技型中小企

业最为关注的政策点，放出“真

招实招”。

科技部成果转化与区域创

新司相关负责同志表示，《若干

措施》力求让广大科技型中小

企业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浪潮，在2019年活力奔涌，蓬

勃发展。

2019年6月5日召开的国

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把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引向深入的五点新

措施，以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其中包括发挥“双创”支撑就

业的重要作用，发挥“双创”促进

科技创新的独特作用，支持打造

“双创”平台，推动“互联网+”升

级，引导金融机构降低小微企业

融资实际利率和综合成本。

2019年6月13日，科技部

火炬中心主任贾敬敦在 2019

科技创新创业高峰论坛上表

示，科技创新作为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未来要进一步聚焦国家重大战

略、对接科技成果转化、加强科

创企业的服务、优化创新创业

的生态环境、完善科技创新创

业政策的措施，并完善科技创

新创业孵化的质量。

紧接着，同年6月13日～

19日，2019年全国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活动周举行。双创周期

间，杭州城市大脑等近30个以

硬科技创新为主的项目集中展

示，极限创投节等创投与创业

交流活动应接不暇，数以千万

计的创客、市民一同掀起“双

创”盛况之下的新一轮高潮。

建设创新型城市离不开高

端创新人才支持。2019年，各

地频繁出台新政，吸引人才，留

住人才。

在深圳，对新引进人才按

照本科、硕士、博士的标准，

分别一次性发放租房和生活

补贴。

在济南，2019年9月2日发

布了“济南19条”，涵盖“有关人

才在济南买房可享受最高15万

元津贴”等信息，并实施“博士后

英才”集聚计划，对新设立且招收

首位博士后进站并已开题的设

站单位，分别给予资金支持。

在广州，新政进一步放宽

了对全日制本科生学历、研究

生学历人才以及专业技术资格

人才入落户的年龄限制。

在贵州，“百千万人才引进

计划”从2019年实施，对引进

的“百人领军人才”最高奖励

300万元，“千人创新创业人才”

最高奖励150万元，并配套工

作场所、科研启动资金等。实

施“十百千人才”遴选培养，对

本土“十”“百”“千”层次人才分

别给予培养引导经费资助。

创新成果熠熠生辉

2019年，中国创新事业蓬

勃发展，创新成果熠熠生辉。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

人”……中国古人对月亮一直

有着憧憬和向往，“嫦娥奔月”

更是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到

了如今，“嫦娥”不仅真的成功

“奔月”，也为我们进一步揭开

了月亮的神秘面纱。

2019 年 1月 3日 10时 26

分，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着陆

在月球背面东经177.6度、南纬

45.5度附近的预选着陆区，并

通过“鹊桥”中继星传回了世界

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

图，揭开了古老月背的神秘面

纱。此次任务实现了人类探测

器首次月背软着陆、首次月背

与地球的中继通信，开启了人

类月球探测新篇章。

不仅如此，同年12月21日

5时14分，嫦娥四号着陆器受

光照成功自主唤醒，进入第十

三月昼工作期，按计划继续对

月表线性能量转移谱、综合粒

子辐射剂量及月表低频射电特

征开展有效探测工作。

“玉 兔 二 号 ”月 球 车 于

2019年 12月 20日18时43分

收到正常遥测信号，成功自主

唤醒，科学载荷开机正常，继

续月球漫步旅程。在几天前，

“玉兔二号”月球车打破一项

尘封达 49 年之久的世界纪

录，成为人类在月面工作时间

最长的月球车。

这一年，中国在发展商业

火箭领域的脚步稳健。

2019年8月17日12时11

分，捷龙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以“一箭

三星”方式，成功将“千乘一号

01星”“星时代—5”卫星和“天

启二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均

进入预定轨道。这是捷龙一号

运载火箭的首次发射，是我国商

业火箭领域国家队的全新探索。

这一年，中国创新不仅能“上

九天揽月”，亦可“下五洋捉鳖”。

同年7月25日，中国最大

的海洋渔业综合科学调查船

“蓝海101”号在青岛首航，在渤

黄海海域进行海洋多学科综合

考察。“蓝海101”号总长84.50

米、宽15米、满载排水量3289

吨、续航力10,000海里、配置

相关科研仪器设备64台（套），

是农业农村部迄今投资最多、

吨位最大、设施最先进的科学

调查船。

壮阔的大海值得探索，但

有时也会成为工程施工的难

点。建造水下隧道，总是要

面对一些地质难题，地层里

的卵石硬、水压高、渗透系数

大……这些问题往往给工程

带来极大的难度。但如今有

了“ 沅 安 号 ”，这 些 难 题 迎

“刃”而解。

同年7月4日，国产首台常

压换刀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

“沅安号”完成了沅江隧道掘

进。“沅安号”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常压换刀比带压换刀

效率提高了 4倍~5倍。随着

“沅安号”盾构机刀盘破土而

出，标志着我国大型水下掘进

机制造技术、复杂水下隧道建

造技术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进入2019年12月，又一个

重磅消息引人瞩目：12 月 17

日，中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

山东舰在海南三亚某军港交付

海军，正式入列。

山东舰立足国内自主设计

建造，重点解决了航母总体设

计、船体建造、主动力装备国产

化研制等问题，提高了综合作

战效能和综合保障水平。

中国创新世界点赞

2019年，中国在创新事业

上展现的智慧让世界为之惊叹。

小小芯片大有玄机。今

年，以纳米为单位的“天机芯”，

引起海内外的关注。

2019 年 8月 1日，由清华

大学类脑计算研究中心施路平

科研团队开发的“天机芯”登上

了《自然》杂志封面。“天机芯”

是一款新型人工智能芯片，结

合了类脑计算和基于计算机科

学的人工智能，是首款异构融

合类脑芯片。

小小的“天机芯”内有乾

坤，庞大的“大兴机场”惊艳

世界。2019 年 9 月 25 日，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运，

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单体航

站楼，以其独特的造型设计、

精湛的施工工艺、便捷的交

通组织、先进的技术应用，创

造了许多世界之最。

英国《镜报》对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发表文章说：“北京的新

机场像是从科幻电影里走出来

一般。”英国《卫报》更是将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排在“新世界七

大奇迹”之首。还有外国网友

表示，中国仅仅花了几年就建

成这样一座机场，这种建设速

度实在是不可思议。

这一年，中国高铁事业再

创高峰。

同年7月19日，经过1000

多名工人的奋战，昌赣高铁正

式接入“八纵八横”高铁网。

同月，有外媒称，德国奥米

奥公司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

中国目前拥有全世界最大的高

铁基础设施网络。

据古巴拉美社报道，该研

究显示，中国的高铁总运营里

程位列世界第一。高铁作为技

术最具环保性的交通方式，在

中国仍在不断发展。

中国高铁事业取得的巨

大成就引来了诸多外媒进行

“安利”。2019年 7月 8日，世

界银行发布研究报告，认为中

国高铁的发展经验值得别国

借鉴。

印度 Swarajya 杂志也迅

速反应，介绍中国高铁。2019

年7月12日，该杂志发表文章

说，世界银行盛赞中国高铁取

得的惊人成就，认为中国高铁

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标杆。

这一年，中国的5G技术也

让海外各大媒体纷纷点赞。

2019 年 6月 6日，工业和

信息化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了

5G商用牌照。这意味着，中国

正式进入了5G商用元年。

同年 10 月 22 日，由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和广东省人民政

府主办的第三届“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中国（广东）国际传

播论坛在珠海举行。来自14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流

媒体记者组成采访团出席论

坛，并采访了“5G+4K/8K+AI”

成果展，了解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在5G应用领域的技术创新

以及发挥媒体优势，推动“一

带一路”建设所取得的成果。

“5G+4K/8K+AI”成果展

展示了8K超高清图像测试序

列、4K超高清信号调度及交换

系统等“硬核科技”，令在场外

国媒体记者纷纷惊叹。

柬埔寨国家电视台记者

穆可娜看完展览后说：“看到如

此清晰的高质量画面，我很震

撼。希望柬埔寨国家电视台将来

也能用这样的技术为我们的观众

服务。非常想尽快把中国在这方

面的发展成果介绍到柬埔寨。”

2019年7月24日，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在印度新德里发布

了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

告显示，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

排名继续提升，从2018年的第

十七位上升至第十四位。

报告显示，中国在中等收

入经济体中连续7年在创新质

量上居首，中国有18个集群进

入科技集群百强。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

弗朗西斯·高锐说，“中国和印

度等经济大国在全球创新指数

排名中的上升改变了创新的格

局，体现了政策行动有意促进

创新。”

以产学研深度融合助力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中国科协主席

万钢在日前举行的第十三届

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大会上表

示，产学研合作创新是推动中

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切实推动

产学研深度融合治理体系的设

计，切实提升科技治理能力和

水平，更好地遵循市场规律，优

化创新资源配置，推动创新要

素聚集，激发创新潜能。

由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

主办的第十三届中国产学研合

作创新大会，以“创新科技 融

合发展 勇攀高峰”为主题，旨

在汇聚产学研用各界创新资源

力量，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助

力高质量发展。

参会专家表示，创新成果

从实验室到成熟产品的过程常

被称为“死亡之谷”，要在“用”

上下功夫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

合，必须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

的生态体系，推动多元要素的

融合创新。

“产学研合作是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是催生

智慧生产生活的新途径，正引

领创新发展的新潮流。”工业和

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深

入实施新一轮创新驱动战略，

推动全方位、多层次的产学研

深度融合，加快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

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一

项系统工程，需要“政、产、学、

研、金”全社会多方参与，共同

推进。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

执行副会长王建华表示，下一

步，产学研界要积极响应国家

创新驱动战略的阶段性目标，

促进企业家、科学家、金融家紧

密结合，引领和发挥产学研各

界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张 泉）

“科学”号圆满完成西太共享航次科考

本报讯 我国新一代远洋

综合科考船“科学”号日前圆满

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019年西太平洋开放共享航

次科考任务，返回青岛母港。

据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相关负责人介绍，本航次于去

年10月3日从青岛起航，历时

95天，航程1.4万余海里。这

是“科学”号首航以来，离开国

内航程最长、时间最久的一个

航次，搭载了约40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涵盖物理海洋、

海洋生物、海洋化学、海洋生态

和海洋地质等多个学科领域。

航次分为两个航段，中间靠

泊密克罗尼西亚波纳佩港补

给。第二航段首席科学家胡石建

介绍，本航次总计完成了121

个站位、218站次的CTD（温

度、盐度、深度）综合观测，完成

垂直拖网48站，深海多联网

14站，微塑料拖网42站，深海

箱式采泥11站，收放潜浮标

49套次，超额完成了计划内作

业内容。

同时，中国科学院海洋研

究所研究员孙虎元课题组进行

了3000米以深分层海水腐蚀

性试验；厦门大学黄邦钦课题

组在西太平洋沿赤道断面获

得了大空间尺度的高分辨率、

高灵敏度浮游生物呼吸数据；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博士

郭术津调查了马里亚纳海沟

邻近海域固氮蓝藻的生物量及

其垂直分布。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

长王凡表示，西太平洋对我国

气候影响显著，同时也是开展

地球系统科学和相关资源环境

研究的理想区域。近年来，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通过设立西

太平洋共享航次，为我国涉西

太平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群提供船时和数据共享平台，

极大推进了我国各科研院所和

高校在西太平洋海洋科学研究

方面的进展。

据了解，本航次搭载了来

自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

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厦门大

学、中国海洋大学等12家科研

院所和高校的30名船队员、44

名科学家参加科学考察。

（张旭东）

《科学》杂志展望2020年十大科学新闻

本报讯 美国《科学》杂志

近日刊文展望了2020年可能

成为头条的十大科学新闻，中

国建造全球首台E级超算、“基

因剪刀”技术发布临床试验结

果等入榜。

这一权威学术刊物预测，

中国有望在2020年建造出世

界第一台E级超算。E级超算

即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是国

际上高端信息技术创新和竞争

的制高点。美国、日本和欧盟

均在推进各自的E级超算开发

计划。

在生物技术领域，中美不

同团队分别进行的多项使用

“基因剪刀”技术CRISPR治疗

癌症等疾病的临床试验有望发

布结果。同时，运用CRISPR

技术进行异种器官移植的人体

临床试验有望在2020年启动，

解决移植肝脏、心脏、角膜等器

官或组织的短缺难题。

考古学领域，科研人员将

利用古蛋白质分析100万年前

人类或动物的身份和行为。由

于蛋白质比脱氧核糖核酸

（DNA）更加稳定，这种方法适

合研究无法提取DNA的古老

化石。

物理学有两项研究进入榜

单。日本将在今年春季升级

“超级神冈探测器”，以探测来

自超新星的中微子。另外，意

大利和美国的两个暗物质探测

器将启动运行，加入寻找暗物

质的阵营。

在生态环境领域，《科学》

杂志认为2020年是应对全球

变暖的关键时刻，联合国将在英

国格拉斯哥举行“2015年以来最

重要的气候峰会”，而美国将在

今年正式退出《巴黎协定》。此

外，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将于今年

10月在中国举办，推动全球生

态多样性保护取得新进展。

进入榜单的还有美国将启

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这可

能在美国国内引发有关公民隐

私和投票权等政治议题的激烈

讨论。 （周 舟）

中国首次在南极宇中国首次在南极宇航员海开展海洋生态调查航员海开展海洋生态调查
近日，科考队员在“雪龙2”号船尾布放大型底栖生物拖网。图为海洋生态调查现场。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摄

这一年，创新政策陆续出台，创造了许多“最”“首次”“第一”等振奋人心的字眼。
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8年第17位上升至第14位

第十三届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大会举行

搭载约40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中国建造全球首台E级超算等入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