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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新质生产力
张辉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科

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基本路径。”科技创新是“源头活水”，主要

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为产业升级提供

全新工具，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

素；产业创新是“转化桥梁”，破解“从有到

用”的难题，通过技术产业化形成新产业、

新模式、新动能，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关键载体。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

新和产业创新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实现深

度融合才能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

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大幅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推动科

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科技创

新，要着眼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教

育、科技、人才一起抓，既多出科技成果，

又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

力。”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培育新质生产

力的产业载体，其建设依赖于通过教育厚

植人才优势并形成科技创新驱动。教育、

科技、人才的发展服务于产业发展，也受

益于产业发展。教育为科技创新提供知

识储备和人才梯队，通过基础教育筑牢科

学素养根基、通过高等教育培养专业研究

人才、通过职业教育为技术应用输送生力

军；科技发展为教育改革注入创新动力，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重塑教学模

式，科研平台建设为人才提供实践舞台；

人才作为核心要素，既是教育成果的体

现，又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其创新思维与

实践能力对科技创新具有重要影响。只

有坚持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坚持

“四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推动科技创新，

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性、战略

性支撑。2024 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

投入增至 36130 亿元，同比增长 8.3%，占

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2.68%；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教育支出超过4.2万亿元，较2023

年进一步增长，这些都为科技创新提供

了坚实基础。面向未来，要坚持教育筑

基、科技赋能、人才引领的协同机制，将

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支撑现代化产

业体系建设。

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

壮大、未来产业培育，推动产业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产业创新，要守牢

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坚持推动传统产业改

造升级和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新赛道并重。”传统产业作为经济“压舱

石”，其改造升级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

基。我国传统产业占有相当比例，不仅为

促进就业、保持经济大盘稳定提供了坚实

支撑，还可以通过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升

级获得新的发展机遇。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未来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

地。据统计，新兴产业覆盖从通信技术到

绿色环保的全链条，在国内外市场中具有

丰富的应用场景。2024年，我国更多高科

技属性的新产品加速出海，3D打印机、工

业机器人出口分别实现了32.8%、45.2%的

增长；自主品牌加速崛起，占我国出口比

重同比提升0.8个百分点，达21.8%；新能

源汽车乘势而上，产销分别完成1288.8万

辆和1286.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4.4%和

35.5%，是全球首个新能源汽车年度达产

1000万辆的国家，成为引领全球汽车产业

转型的重要力量。未来产业瞄准前沿技

术发展的趋势，以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

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深

度推进生产力三要素的质态跃升。未来

产业的超前布局决定着长期发展主动权，

虽然部分尚处研发阶段，但其不断涌现的

技术突破将不断深度重构产业体系。

“双向奔赴”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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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科技创新与产

业创新融合，需要通过制度设计与资源整

合，打通从基础研究、技术研发、成果转化

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链条，形成科技与产业

双向赋能的发展格局。搭建平台是融合

发展的基础支撑，需要建设一批高能级创

新联合体、产业技术研究院、中试基地等

载体，为技术供需双方提供对接空间，加

速知识流动与要素聚合。特别是数字技

术平台可打破地域与行业壁垒，促进实体

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有效推动产业

链上中下游协同创新。健全体制机制是

融合发展的制度保障，需破除制约创新的

藩篱，完善知识产权保护、风险共担、利益

共享等规则，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

用协同机制，激发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

企业深度合作的动力，提高成果转化效

能。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是融合发展

的关键抓手。作为市场需求的直接感知

者，企业在技术路线选择、研发投入、成果

产业化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通过税收

优惠、场景开放等手段更好发挥作用，能

够引导企业向创新链前端延伸。创新链

与产业链的无缝对接体现为“双向奔赴”，

一方面产业链痛点会倒逼技术攻关方向，

使科研更具靶向性；另一方面颠覆性技术

将催生新业态，牵引产业升级。这种融合

不仅能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更能重构

产业竞争优势，使创新真正成为驱动经济

增长的核心引擎，在全球化竞争中抢占战

略制高点。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3 月 14

日 第09版）

环保检测合格的货车仍“冒黑烟”？

不久前，通过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浙江

义乌有关部门抓拍到一辆黑烟滚滚的柴

油货车。倒查后发现，该车辆刚刚通过了

年检。检验机构居然在车辆明显排放黑

烟的情况下，不如实填写冒黑烟否决项，

违规出具了合格检验报告。

作为机动车年检中的关键环节，环保

检测本是降低污染物排放和能源消耗的

重要举措。然而，一段时间以来，部分机

动车检验机构通过使用作弊器消除待检

车辆故障码、擅自改装车辆供油系统、篡

改计算机记录结果乃至换车替检等方式，

让一些尾气排放超标车辆“带病上路”。

车辆环检造假是多年来环保领域的治理

顽疾，不仅影响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成效，

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更侵害广大群众

的环境权益，亟待加强整治。

近年来，机动车检验机构

资质全面放开，相关业务“成

本小、回本快”，检验机构数量

越来越多。一些机构为吸引客户，无视相

关规定“故意放水”。在利益驱使下，部分

供应商为检验设备和软件设置“后门”，一

些厂家则生产售卖作弊器，形成从检验设

备商、软件供应商、作弊器生产商到机动

车检验机构的灰色利益链条。

管住环检造假，要提升精细化治理水

平。一方面，环检造假链条往往涉及多

地，需要跨地域、跨部门执法。另一方面，

随着新型作弊器的不断出现，造假手法愈

发隐蔽。有的尾气检测作弊设备只需简

单操作遥控器，即可随意

调整、替换超标数据。此

外，部分检验机构缺乏完

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和人员

培训制度，导致检验人员

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对检

测标准和规范执行不严

格，有的甚至敷衍了事、“走过场”，致使

“问题车辆”蒙混过关。进一步强化环保

检测、优化生态环境治理，要落到具体而

微的细节上，紧盯每一个小角落、微环节。

去年9月起，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组

织开展机动车排放检验领域第三方机构

专项整治行动，截至12月共有650家机构

被采取断网等惩戒措施，580家被取消资

质资格，110家性质恶劣的被追究刑事责

任。杜绝环检造假，还需继续重拳整治，

进一步断链条、建机制。

以刚性执法断链条。应加强协作，保

持严厉打击机动车排放检验领域弄虚作

假行为的高压态势，切断作弊装置生产、

销售和使用的利益链；不断优化

科技监管手段，通过视频监控、

数据分析、AI 识别等技术筛查

线索，实现精准打击。

以行业规范促长效。加强制度建设

和源头治理，建立和完善机动车排放检验

监管体系，预防类似问题发生；优化资源

配置，加强行业自律，发挥行业协会引领

作用；引导检验机构通过提高硬件水平、

检测技术、服务质量等方式，提高检测数

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严控移动污染源，用心守护“天空

蓝”。多管齐下、综合施策，根治机动车排

放检验行业乱象，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定能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助

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让群众

更好享受蓝天、畅快呼吸。

来源：《人民日报》

（2025年03月12日

第05版）

生态治理也要关注“小角落”
杨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