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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权系于创新力
李洪兴

既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

力，又参与制定引领时代进步

的标准，今天的中国，面对激烈

的国际竞争，更应勇当重要科

技领域的领跑者、新兴前沿领

域的开拓者

统筹好基础研究与应用开

发、集中攻坚与协同攻关、自立

自强与开放合作等关系，始终

保持时不我待的精神头，从现

实需求、发展需求出发，快马加

鞭地创新、创新、再创新

稳市场，因时因势动态调整政策

崔妍

——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③

前不久，带家里小朋友去超市，结算

时扫码支付。听到“嘀”的一声，小朋友

说，“二维码‘说话’了”。童言趣语，让人

思考：小小二维码，真的“会说话”吗？

数字经济时代，包括二维码在内的

各类条码，成为不可或缺的“跨媒体介

质”。特别是随着移动支付成为常态，扫

码日用而不觉，往往让人忽视其背后的

技术支撑。

条码技术起源于欧美，“讲”的是

“外语”。看样态，有的条码由几道黑线

组成，有的是几个方块，有的包含一串

数字……无论哪种类型的条码，扫描器

识别起来，就在瞬间。因此，条码的关键

不是“码”，而是解码，重点是识读算法。

条码一直“说外语”，中国人使用条

码，岂不是也需要“转译”？让条码能讲

“中文”，必须装上识读解码的“中国

芯”。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2000年左右

开始研究解码技术，经历“烧钱烧到手

软”，终于啃下硬骨头，自研出二维码解

码芯片。有人说，在通往物联时代的入

口处，中国的企业不再受制于人。这也

说明，只有创新，才有话语权、主动权。

发展动力系于创新创造。关键核心

技术越是过硬，发展就越有底气、越占优

势。高铁飞驰、风电并网，离不开巴掌大

小的 IGBT 芯片，它掌控着千亿级功率

装备的“心跳”。以前，这一技术完全受

制于人。为更好破局，中车株洲所先是

“借船出海”，并购英国老牌半导体企业

丹尼克斯，继而整合资源、矢志研发，如

今8英寸IGBT 生产线已跻身全球第一

梯队。丹尼克斯前任首席执行官感慨

道，“17 年前，我们向湖南输出技术；17

年后，我们从湖南引进技术”。技术的

“反哺”，恰恰说明创新兴于何处、活力就

释于何处、发展的制高点就转向何处。

人们常说，“一流的企业卖标准，二

流的企业卖技术，三流的企业卖产品。”

当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后，尤须注重

通用标准的制定权。光通信有源器件、

养老机器人、民用多旋翼无人机、冷链物

流无接触配送……如今在国际标准体系

中，不少领域里的“中国分量”越来越

重。这些由中国牵头或主导的国际标

准，是中国创新实力的见证，也是便利经

贸往来、促进科技进步、提高制度性话语

权的展现。既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

力，又参与制定引领时代进步的标准，今

天的中国，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更应勇

当重要科技领域的领跑者、新兴前沿领

域的开拓者。

创新是永远找差距、迎难上、攀高峰

的过程，谁见事早、动作快、质量高、可持

续，谁才能始终保持战略主动。更重要

的是，随着技术更替周期越来越短，今天

的先进技术在不久后很可能就不先进

了。统筹好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集中

攻坚与协同攻关、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

等关系，始终保持时不我待的精神头，从

现实需求、发展需求出发，快马加鞭地创

新、创新、再创新，方能在力争超越、追求

卓越中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实践证明，我们在一些领域已接近

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有能力有底气

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大跨越。有外籍专

家也认为，未来，中国将继续成为创新的

一极。抢抓机遇、把握先机，选准突破

口、勇夺制高点，越积越厚的创新力势必

能转化成发展力。

来源：《人民日报》（2025年05月27

日 第05版）

连读 3 则有关“以旧换新”的消息，

会对“稳市场”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则是，2025 年，享受以旧换新补

贴的家电产品由去年的 8 类增加到 12

类。另一则是，辽宁沈阳市进一步扩大

补贴产品品类，增加饮水机、显示器等

15类家电产品，家电以旧换新产品从20

类扩充到35类。还有一则是，沈阳中兴

商业推出部分商品“国补+商场补贴+品

牌折上折”优惠模式。

国家政策“扩围”、省市一级“扩容”、

经营主体“扩销”，“三维叠加”推动“以旧

换新”更进一步，消费市场火热有目共

睹。这是“两新”政策发力显效的缩影，

也为如何把握稳与进的辩证法以更好稳

市场提供了启示。

市场稳则活力足，经济向好的因素

就会不断累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

求，“多措并举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

稳预期”。有效稳住经济基本盘，既要坚

决稳市场，也要善于稳市场。

稳市场，稳是大局、是基础，但稳并

不意味着一成不变、固守过去的经验，更

不意味着消极应付、不思进取，恰恰相

反，是需要以积极的姿态、务实的举措，

推动市场保持稳定。

从去年到今年的“两新”政策变化

中，不难发现“进”的特征。超长期特别

国债用于支持“两新”的资金总规模大

幅增加；相关部门加快重要国家标准研

制，在保质前提下，成熟一项发布一项；

各地基于本地实际，施方案、增补贴、扩

范围、通堵点、保供应……进取的政策

点燃消费端的热情、生产端的干劲，激

发市场潜力。今年 1 至 4 月，“两新”政

策带动全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

增长 18.2%，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4.7%。正是政策之“进”，促进

了市场之“稳”。

穿越激流险滩，尤需坚持稳中求进、

以进促稳。在政策的针对性、精准性、有

效性上下更大功夫，市场“稳”的基础就

会更牢固、后劲就会更足。

稳市场，进是方向、是动力，但进绝

非冲动蛮干、急于求成，而是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

就如“以旧换新”一样，政策并非一

步到位，而是在实践中逐步扩围加力。

优统筹，把2024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

各地执行情况作为测算资金分配的新

增因素，向工作成效较好的地区倾斜；

强监督，严厉打击“先涨价后打折”、骗

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以严格管理办

法确保“两新”资金专款专用；重衔接，

制定实施细则时充分考虑与去年政策

的衔接，确保平稳有序过渡……“两新”

政策持续显效，离不开各方坚持脚踏实

地、循序渐进。

稳市场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不可能

一劳永逸、一蹴而就。因时因势动态调

整政策，并在执行中不断优化完善，这同

样是稳市场的内在要求。

发展是基础，安全是底线，稳市场的

另一面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以居民

关注的楼市为例，今年以来，加力推进城

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扩围增效，以下

调住房贷款利率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

需求，以保交房攻坚战保障购房人合法

权益，为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提供

了重要支撑。今年一季度，我国房地产

贷款余额增加7500多亿元，其中新增个

人住房贷款创 2022 年以来单季最大增

幅。坚持系统观念，筑牢底线思维，把防

风险摆在突出位置，既增强风险化解能

力，又形成政策合力，我们就能沉着应对

挑战，有效战胜困难。

稳有基础，进有空间。我国市场空

间足够广阔，扩大内需有着充足存量、丰

富增量。期待更多好政策落地见效，

推动市场活力奔涌、动能如潮。

来源：《人民日报》（2025年

05月21日 第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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