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IBEI
BAO 综合 2022 年 12 月 27 日 星期二

责编 韦玉婷
组版 王 婕

3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目标
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强化
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
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
才链深度融合。”这些重要论述，明确了强化企
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战略意义，深化了对创
新发展规律的认识，完善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体系布局，为新时代新征程更好发挥企业创新
主力军作用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深
刻领会、全面贯彻。

充分认识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
体地位的重大意义

（一）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要
牢牢把握创新第一动力，大力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将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
推动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企业是市
场主体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创
新已经成为我国科技创新事业的重要策源
地，为国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安全和
人民生活质量改善作出了重大贡献。要充分
发挥科技创新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不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持续提升
企业创新能力，支撑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
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二）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迫切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要
紧紧扭住创新这个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

“牛鼻子”，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的历史机遇，抢收新科技浪潮的“科技红利”。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升企业创新
能力，是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需
要，也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需要。只有不
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才能增强工
业体系和产业体系的活力和竞争力，不断催
生新市场和新需求，培育形成完整内需体系，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三）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提升
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所在。提升国
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始终坚持创新在现
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
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企业在国家科
技创新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加强企
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有利于加快科技
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化水平，发
挥创新要素集聚效应，构建协同高效创新体
系。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强化企业科技
创新主体地位，优化创新布局，推动创新链产
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更好把科技力量
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

效能。

准确把握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的主要任务

企业是一大最活跃的创新力量，强化企业科技
创新主体地位，关键在于实现创新体系协同高效、科
技经济深度融合、创新生态优化完善，建设创新引领
的现代产业体系。

（一）构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体
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培育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
体系，解决好“由谁来创新”“动力在哪里”“成果如何
用”等问题，促进创新主体充满活力、创新链条有机衔
接、创新效率大幅提高。支持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
等组建创新联合体，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
化，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
打造关键技术自主创新的“核心圈”，构筑技术和产业
的“朋友圈”，形成带动广泛的“辐射圈”，推动重点产
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二）塑造大中小微科技企业协同高效的创新格
局。着力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全面建设创新型企
业。科技型骨干企业要发挥引领支撑作用，更好履行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主动承担国家重
大科技任务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建设世界一
流企业。推动大企业积极开放供应链，以大企业为龙
头，结合中小微企业的创新灵活性，形成协同、高效、
融合、顺畅的创新生态。培育企业创新平台和基地，整
合集聚优势资源，促进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合作对
接。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
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
上下功夫，激发涌现更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的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

（三）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
合。强化企业创新资源要素集聚能力，促进各类创新
要素向企业集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推动创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流动，营造充分释
放企业创新活力的良好环境。坚持以科技自立自强
为引领打造创新链，以提升韧性和竞争力为重点巩
固产业链，以金融为纽带优化资金链，以人才队伍建
设为抓手提升人才链。加快推动产业链完善升级，做
好关键领域的固链、强链、补链、控链和融链，引领全
链贯通和全要素融合创新，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稳
定和自主可控。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关键举
措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作出全面部署，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的决策部署，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
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重点
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抓好贯彻落实。

（一）推动科技企业融通创新，全面提升创新链

产业链水平。充分发挥企业市场主体和产业主体
作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明确科技型骨
干企业的主导地位，推动大中小微企业发挥能动
作用，融通创新链产业链，全面提升创新链产业链
水平。一是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科
技型骨干企业要健全科技与战略管理职能，加强
重大创新成果产出、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高端人才
队伍建设等，成为原创技术策源地。聚焦产业重点
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以及全链贯通、全要素融合的
系统性创新和集成性创新，将知识创新与技术创
新深度耦合，实现体系性突破。引导科技型骨干企
业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和平台，超前布局产业前
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开展前瞻性、储备性基础研
究，以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在解决重大工程科
技应用问题中总结归纳科学原理，以应用研究倒
逼基础研究。推动科技型骨干企业向高校、科研院
所以及中小微企业开放创新资源、提供技术牵引
和转化支持，构建创新协同、产能共享、供应链互
通的新型产业创新生态。二是推动科技型中小微
企业成为创新重要生力军。要加强对科技型中小
微企业创新的支持，加大科技项目、人才计划等开
放力度，着力提高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赋能活动
针对性、政策扶持精准性，健全准入规则和退出机
制，积极培育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科技型中小
微企业要瞄准所属细分领域加大创新投入，掌握
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技术，努力成为专
精特新的创新主体，实现创新创富。三是推动产业
链上中下游、大中小微企业融通创新。聚焦国家重
大战略领域，大力推进服务型共性技术平台建设，
增强对企业的服务支撑能力。培育大中小微企业
融通创新平台和基地，促进产业链上中下游对接
和大中小微企业之间的业务协作、资源共享和系
统集成，形成良好的产业链知识技术流动机制。创
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推动各类科技成果转
化项目库向企业开放，加快科技成果在企业转化
和产业化。

（二）以企业为主导，打造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创新体系。以企业为核心构建科技和产业之间互
融互通的桥梁纽带，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
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一是发挥企业产
学研主导作用。促进科技成果更好由企业使用，逐
步形成领军企业牵头、高校和科研院所协同推进
的新局面。进一步强化企业作为出题人、主答题人
和阅卷人的地位，推动更多任务由企业提出、企业
成为研发主体。完善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协作
机制，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多形式合作
关系，全面提升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引导产学研
等多方主体的协同联动和科研成果的贯通式转
化。二是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立足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
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围绕事关国
家安全、产业核心竞争力、民生福祉的重大战略任
务，持续推进科技项目的“揭榜挂帅”“赛马制”，鼓

励更多企业牵头和参与创新活动。推动企业牵头
或参与国家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工程
中心等国家级创新平台建设。三是引导建立产学
研深度融合的利益分配和风险控制机制。完善的
利益分配和风险控制机制是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
行稳致远的有力保障。要加快扭转我国高校、科研
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渠道不畅、转化动力不足、转化
机制不健全、高质量专利数量不够多的现状。兼顾
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利益诉求，充分考虑创新
的贡献率，明确界定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责、
权、利，探索通过成果权益分享等方式合理分配创
新成果。建立健全风险控制机制，完善风险评估体
系和风险共担机制，拓展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和风
险资金，有效应对成果转化风险、创新失败风险，
提升创新容错率。

（三）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整体提升企业
创新投入强度。构建以财政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
为主体、金融机构为支撑、社会资本为补充的多元
化科技投入体系，整体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强度。一
是扩大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规模与水平。通过税
收优惠、财政资金支持等方式组合，优化政府资金
投入结构，建立多层次支持体系。在创新准备环节
和研发环节增加或强化专门针对企业的税收优惠
政策，引导税收优惠政策适当前移，推动普惠性政
策“应享尽享”。细化财政补贴制度，对企业创新进
行分环节分阶段补贴，重点加大初创环节补贴力
度，培育扶持一批具有创新前景和商业潜力的科
技企业。二是优化金融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政策
工具箱，货币政策工具定向支持科技创新，优化金
融体系风险监管追责机制以及考核体系，提高科
技金融风险容忍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企业创
新的支持，探索利用数字技术为企业增信，解决科
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拓展优化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新材料首批次保险补偿和激
励政策。三是畅通科技企业市场融资渠道。完善多
层次资本市场，促进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链
衔接。持续推动创业板、科创板、区域性股权市场
的制度创新，完善股权融资的资本市场体系。促进
创业投资发展，鼓励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支持引导
投资机构聚焦科技企业开展业务。支持科技企业
通过债券市场融资，满足科技企业多样化融资需
求。

（四）进一步优化政策与环境，促进各类创新
人才向企业集聚。营造企业创新人才良好发展环
境，畅通人才流通渠道，提升企业的吸引力、凝聚
力和容纳力，促进创新人才向企业集聚。一是发挥
企业家的重要作用。弘扬企业家精神，培养富有爱
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具有
国际化视野的企业家。加强对企业家的战略引导
和服务，支持企业家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
者、引领者，赋予企业家在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立
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决策方面的权利。鼓
励企业家与科学家深度合作，加强技术经理人队
伍建设，加快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二是推

动企业培养一大批创新人才。鼓励企业、高校和科
研院所成为应用型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的共同体，
围绕国家重大产业布局，加快推进产学研合作教
育，大力培育工程技术人才、科学人才、引领人才。
深化产教融合，完善校企联合培养机制，支持领军
企业与高校联合办学育人，培养一大批卓越工程
师和大国工匠。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构建以企业
为主体、各方面积极参与和支持的高技能人才培
养体系。三是畅通创新人才流动渠道。破除人才流
动中的体制壁垒和机制障碍，畅通科技人才在高
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的流动渠道。推动人才跨
领域、跨区域、跨部门一体化配置，促进城乡、区
域、行业等之间人才顺畅流动，鼓励更多科技人才
支持艰苦边远地区等地企业创新发展。搭建人才
沟通交流平台，为高层次科技人才开设绿色通道，
加速科技人才向企业集聚。

（五）营造良好企业创新生态，激发科技创新
内生动力。加快建立协同创新机制，围绕产业链部
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打造开放协同
高效的创新环境。一是充分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活
力。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深化科技领域“放管服”
改革，赋予企业创新更大自主权。完善以创新能
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企业科技评价体系，
落实国有企业创新的考核、激励与容错机制，健全
民营企业获得创新资源的公平性和便利性措施，
形成“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的政策环境。
优化评价、服务、支持、激励政策，赋予科研人员更
大的人财物自主支配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核
心技术人员权利保护力度，健全人力资本定价机
制，完善知识产权、技术交易市场。大力弘扬科学
家精神、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培育科学精神、发
展科学文化，塑造企业创新文化，营造尊重创新的
社会氛围。二是统筹推进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发展。
优化全国范围内科技创新的空间布局，重点打造
以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
代表的世界主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增强科技
创新的国际集聚带动能力。地方政府立足当地产
业优势，以领军企业为中心整合高校、科研院所等
创新资源，承接以产业为导向的科技计划任务，建
立特色化协同创新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构建区
域创新合作与交流平台，破除行政壁垒和垄断，加
强各区域间交流合作，促进创新要素集聚水平的
整体提升。三是提高企业创新国际化水平。鼓励企
业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深度参与全球科
技治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与沿
线国家和地区共享科技成果和科技发展经验。促
进企业利用好全球科技成果、智力资源和高端人
才，鼓励国内国际双向有序流动。支持有条件的企
业牵头成立产业创新领域的国际性科技组织，参
与制定国际标准。鼓励外资企业设立研发中心和
参与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吸引国际知名企业
设立分支机构，推进开放型产业创新。

（原载于2022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第09
版）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李晓红

宣 传 阐 释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本报讯（记者 田济申 文/图）12
月 25 日，中国邮政正式发行《中国空间
站》纪念邮票一套4枚，全套面值5.40元。
邮票计划发行数量为套票800万套，版式
二110万版。

当天一早，记者在北碚集邮专卖店
看到，不少集邮爱好者早早地来到现场
购买收藏该套邮票。

据介绍，该套邮票采用连票设计形
式，画面以深蓝色为主色调，体现太空的
神秘、浩瀚，通过天地往返、空间科学、出
舱活动、太空家园四个主题，展现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三十年来从地球家园走向浩
瀚宇宙，不断圆梦的辉煌历程。

“看到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得
越来越好，我作为中国人感觉特别自豪。
这套邮票设计得非常好，不论是色彩，还

是科技感都特别出彩，很值得收藏。”集
邮爱好者刘先生说。

中邮北碚分公司工作人员李阳介
绍：“这套邮票由王虎鸣、董琪、夏竞秋共
同设计，河南省邮电科技有限公司采用
多色胶印工艺结合专色油墨、冷烫、全真
彩等多种印刷技术印制，出售期限 6 个
月。”

《中国空间站》纪念邮票发行

1、肺癌
高危人群：40岁以上，有肺

癌家族史、有长期吸烟史者。
筛查方法：建议每年做一

次低剂量 CT 筛查肺癌，如果
CT发现肺部有阴影或结节，特
别是磨玻璃样的阴影或结节，
最好到正规大医院找有经验的
医生看看，如果必要的话可以
做个病理活检。

2、肠癌
高危人群：有肠癌家庭史，

有大肠息肉病、大肠腺瘤、溃疡
性结肠炎、克罗病等病史，高脂
饮食，有长期吸烟史，长期大量
饮酒者。

筛查方法：正常人群50岁
以上可以每年做一次大便隐
血、肿瘤标志物镜筛查。最好肠
镜筛查，如果没有问题就间隔
3~5 年做一次肠镜。如果发现
大便带血，不要认为是痔疮而
掉以轻心，可咨询医生，必要时
做个肠镜检查。

3、胃癌
高危人群：40岁以上、胃部

家族史、幽门螺杆菌检测阳性、
有慢性胃病史、长期吃腌制食
品、长期吸烟史、长期大量饮酒
者。

筛查方法：一旦出现上腹
部不适、心窝隐痛、食后饱胀

感，食欲不振、消瘦、乏力，经常
呕吐隔夜宿食和不含胆汁的胃
液，或有大便呈黑色柏油样等
症状者，应及时做胃镜排查。对
于没有出现任何胃部不适的年
轻人，但三代以内直系亲属中
有60岁以下死于胃癌者，最好
每年做一次胃镜检查。没有高
危因素的人，建议40岁以上每
1~2年做一次胃镜检查。

4、肝癌
高危人群：有肝癌家庭史、

五年以上乙肝患者，乙肝病毒携
带者，40岁以上有慢性肝炎病
史，肝硬化患者，长期嗜酒者。

筛查方法：可以使用 B 超
和甲胎蛋白筛查，进一步明确
诊断科做 CT 或磁共振检查。
高危人群半年查一次，正常人
群可一年做一次。如果出现食
欲不振、恶心、腹胀、上腹部不
适等，应尽快去医院就诊检
查。

5、食管癌
高危人群：40岁以上，有食

管癌家族史、长期吃烫食或腌
制食品者。

筛查方法：最好每年做一
次胃镜检查看看食管情况，发
现异常可取活检病理检查。如
果胃镜检查发现中重度不典型
增生应特别注意。

五大高发癌症早期筛查攻略

卫 生 与 健 康 专 栏

北碚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办

1212月月2525日日，，市民正在购买收藏邮票市民正在购买收藏邮票。。
1212 月月 2525 日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邮政发行《《中国中国

空间站空间站》》纪念邮票纪念邮票。。

本报讯（记者 兰天）今年是西南
大学实验幼儿园建园 70 周年。12 月 25
日，“西幼七十载·初心向未来”建园70
周年办学成果展示之“追随儿童 发现
课程”学术论坛在线上举行。来自部分
高校的学前教育专家学者及国内各地
区知名幼儿园的管理者、教师，围绕

“幼儿园课程管理”“幼儿园教师发展
与课程实践”等主题进行了分享交流。

西南大学实验幼儿园园长张潇月
介绍，西南大学实验幼儿园由创建于
1952 年的原西南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

和原西南农业大学附属幼儿园于2005
年9 月合并组建而成。建园70 年来，已
形成了服务西南大学教职工、辐射北
碚区人民群众的管理模式和服务体
系，用优质的幼儿教育，承担“扣好人
生第一粒纽扣”的社会责任。

在主旨报告环节，南京师范大学
教授虞永平围绕“幼儿园课程建设需
要关系思维”这一主题，表示关系思维
即系统思维，是幼儿园课程得以不断
生成、展现的重要思维方式。“幼有优
育，还有提升的空间。幼儿园课程应该

是能够促进幼儿主动学习的。”他建
议，要在幼儿园阶段为孩子的发展创
设环境，挖掘周围环境中自然、社会、
文化的资源，让孩子通过与环境的相
互作用获得新经验，促进幼儿获得完
整全面的发展。

“学前教育是人生起点的教育。”
西南大学副校长陈时见在报告中指
出，幼儿园课程建设的价值是靠高质
量发展的管理、环境与教师支持来得
以体现。他提出，幼儿园课程建设的核
心要素应该包括系统的学科知能、丰

富的儿童活动、多样的自主游戏。
当天，由西南大学蚕桑纺织与生

物质科学学院和幼儿园共建的目前全
市唯一一个“幼儿蚕桑科普实践基地”
正式授牌成立。今后，西南大学蚕桑纺
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将以雄厚的师资
力量和实验条件为保障，为实验幼儿
园开展蚕桑科普活动提供科学便捷的
课程服务，探索共同开设园本课程。此
外，实验室的研究团队人员也将不定
期走进幼儿园，指导协助幼儿及教师
进行科普活动。

西南大学实验幼儿园迎来建园70周年
专家学者线上研讨“幼有优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