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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 5 日下午参加十四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

时强调，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

要搭建平台、健全体制机制，强化企业

创新主体地位，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

对接。

从“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到

“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从

“加强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到“让创新链

和产业链无缝对接”，习近平总书记对

“双链”关系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体现了

对以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的规

律性认识，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遵

循的重要方法论。

创新链的源头活水来自科技创新，

产业链的动力源泉来自产业创新。

当前，科技创新已成为国家竞争力

的关键要素，产业创新则加速让科技成

果落地转化为生产力。二者的深入融

合，是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引擎，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践

方向。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推动科

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写入2025

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这一战略部

署不仅是对新发展格局的精准把握，更

彰显了我国以创新驱动引领产业经济

转型升级的坚定决心。

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

展经费投入达3.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8.3%；基础研究经费占比提升为6.91%；

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4

件……亮眼数字，彰显的是科技创新投

入的持续加码与科技创新生态的不断

优化。

2024年5月，我国第三代自主超导

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接入长三角枢

纽芜湖集群算力公共服务平台，“四算

合一”的平台以更强的算力支持中小企

业和高校院所加速研发进程，推动产业

发展。

“量子计算作为未来科技竞争的核

心领域，通过政府搭建的‘舞台’，为千

行百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

助力，演奏出了一首推动科技迭代进

步、带动企业快速发展的‘交响乐’。”中

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郭国平代表说。

成果固然丰硕，形势依然紧迫。高

校和科研院所成果“锁在抽屉里”、企

业技术需求“悬在半空中”的情况仍然

存在，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产业链与

创新链衔接不畅的问题仍有发生，需

要依靠搭建平台，更广泛地促进要素

自由融通。

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是推进创新

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的基石。

为让技术的“金种子”精准降落在

产业链的沃土上，近年来，天津津南区

不断进行管理体制改革，打破行政壁

垒，推动拥有丰富教育资源的海河教育

园区、科技成果转化高地天开津南园、

以制造业基础见长的津南经开区“三园

合一”。2024年，这里新增注册落地科

技型企业199家。

“一头是科技成果、一头是产业需

求，需要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二

者结合，让好的科技成果从‘书架’走上

‘货架’，构建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

的‘操作系统’。”广西民族大学副校长

黄晓娟委员说。

创新链、产业链共融共舞，企业是

关键一环。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不仅有

利于破解科技、市场“两张皮”的问题，

也是赢得市场竞争主动权、培育新质生

产力的选择。

华为与多所高校共建卓越中心，构

建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

生态；万事利集团依托AIGC技术开发

丝巾设计大模型，实现“千人千面”的个

性化生产……越来越多的企业既能引

领技术突破，又能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

同升级，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进一步发

展的“主力军”的道路上一路高歌猛进。

“要通过科技金融工具支持初创企

业成长为领军龙头，完善‘科技—产业—

金融’的循环体系，形成‘样品—产品—

商品—产业’的转化链条，推动创新链

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无缝对接。”中国

工程院院士邓中翰委员说。

创新链与产业链无缝对接的背后，

是对产业规律、创新规律、发展规律的

深刻把握。让创新更好赋能产业，产业

更好激发创新，加快推动“双链”深度融

合、双向奔赴，培育更多向“新”求“质”

的发展动能，必能持续激发高质量发展

的强劲动力。

（记者叶昊鸣、宋晨）

来源：新华社

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
——用好总书记全国两会上指导的方法论（二）

“十四五”规划收官，今年政府工作

报告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

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摆在政府工作任

务第一条。以“组合拳”打通消费堵点、

激活民生潜力，既让百姓的“钱袋子”鼓

起来，也让消费的“车轮子”转起来。

增收减负，让百姓敢花钱。消费的

源头活水，是居民收入的稳步增长。今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多渠道促进

居民增收”，尤其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

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减税降费向基

层延伸、提高养老金和医保报销比例。

3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支持消

费品以旧换新，直接降低百姓换新成

本。从家电到汽车，从家具到电子产

品，政策覆盖全链条，既撬动万亿级市

场，又让“老物件”焕发“新价值”。

供给升级，让市场有好货。消费提

质，关键在供给端“精准发力”。政府工

作报告瞄准健康、养老、托幼、家政等服

务领域，通过放宽准入、优化监管，吸引

社会资本投入。一些社区养老中心引

入智能护理机器人后，床位供不应求，

“智慧养老”正从概念变为现实。“新型

消费”更是亮点纷呈：数字消费打通线

上线下，绿色消费推动低碳生活，智能

消费让科技“飞入寻常百姓家”。浙江

义乌的小商品城接入AR试装系统，消

费者扫码即可“云试衣”；成都的“零碳

餐厅”用光伏发电，餐厨垃圾就地转化

肥料；在浙江安吉的零碳园区里，居民

用“碳积分”兑换日用品成为新时尚。

供给侧的创新，让消费从“满足需求”转

向“创造需求”。

场景扩容，让消费更“丝滑”。要让

消费潜力充分释放，还需搭建多元场

景。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创新和丰富消

费场景”，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到县域

商业体系，形成“顶天立地”的消费网

络。完善免税店政策、推动扩大入境消

费、过境免签境内停留时间延长至240

小时等政策，吸引全球消费者竞相踏上

China Travel，向世界分享 China Fun。

上海南京路的免税店里，海外游客排队

扫货。云南边境的乡村集市，直播带货

让土特产卖向全国。

环境优化，让百姓放心买。消费信

心，建立在“安全放心”的底线上。今年

政府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严打假冒伪

劣，完善全口径消费统计制度。电商平

台因大数据“杀熟”被罚的消息登上热

搜，网友纷纷点赞。优化休假制度更是

“点睛之笔”：延长带薪休假、增加弹性

假期，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从一台冰箱的升级到一座城市的

焕新，2025年中国消费“新棋局”始终以

民生为导向。增收减负、供给升级、场

景创新、环境优化，四大举措环环相扣，

既为“十四五”规划收官注入动能，又为

“十五五”开局埋下伏笔。当消费不再

是冰冷的数字，当扩内需的政策落地为

惠民生的获得感，中国经济的韧性，便

藏在这万家灯火的“小确幸”里。

来源：人民网

感受中国消费“新棋局”
——收官“十四五”系列评论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