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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新闻眼

两会新华视点

关键词一：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
“我们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基础创新

能力就要过硬。”今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
上，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达了对基础研究
的重视和关切。

困扰中国科技发展的“卡脖子”之痛，根
在基础。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
校长周玉代表指出：“当前我国面临一些‘卡
脖子’难题，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基础不牢”。

“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重
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规划纲
要草案打出了强化基础研究的创新组合拳。

“基础研究是科研的总开关，迈向高质
量发展必须打牢基础。”中国东北振兴研究
院院长赵继委员表示，做强基础研究才能将
技术和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些政策有的放矢，含金量高。”周玉
说，只有从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中发现重
大科学问题，加强基础研究，才能为创新提
供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

关键词二：战略科技力量

政府工作报告和规划纲要草案中，都
提到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5G 遇上北斗，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两会上，中国移动浙江公司董事长郑杰代
表向人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当 5G 与北

斗融合，将形成一个从天上到地下全范围
覆盖的信息服务网络，构建高精度、高可
靠、高安全的新一代信息时空体系，持续释
放科技创新带来的发展动力……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代表了国家科技
创新的最高水平，对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
安全的‘卡脖子’难题，掌握创新主动权、发
展主动权至关重要。”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
究院院长连玉明委员说。

中国航天科工二院 25 所毫米波国家
级重点实验室主任董胜波委员认为，我们
应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之路，围绕产业链
布局创新链，统筹上下游创新主体联合承
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形成创新合力。

关键词三：人才创新活力

规划纲要草案鲜明地将人才定位为
“第一资源”，强调要“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受制于压任务、定指标、求数量等一些科研
评价倾向，不少科技人员表示“压力山大”。

“这种算工分式的做法，会让一些科研
人员急功近利。”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委
员说。在袁亚湘看来，应取缔不合理的评
价指标，破除不利于科研人员健康成长的

“藩篱”，让他们安心、潜心、舒心研究。
坚持问题导向，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全

方位为科研人员松绑，拓展科研管理“绿色
通道”，这些暖心的政策令来自科技领域的
代表委员们非常振奋。

“创新正从单点突破走向融合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司富春说，“期待这些政策尽
快落地生根，让广大科研人员更有获得感，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上下游共同进步。”

关键词四：揭榜挂帅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1 年要改革科
技重大专项实施方式，推广“揭榜挂帅”等机
制。规划纲要草案就“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
革”提出实行“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

“英雄不论出处，能者尽展其才。”联泓
新科董事长郑月明代表认为，“揭榜挂帅”
等机制的实施，能让企业和更多创新主体
在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项目中占有一席之
地，形成“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良好局面。

“‘揭榜挂帅’就是要让能者上、让有为
者上。”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杨元庆代
表认为，科技创新要“顶天立地”，“顶天”就
是要有先进的原创科研成果，“立地”就是

要让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从科学技术到
管理模式全方位创新。

关键词五：企业创新主体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如果仅靠
“一招鲜”，很难“吃遍天”。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领军企
业组建创新联合体。

“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联合攻关，是实现
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途径，五指并拢成一个
拳头打出去才有力。”赵继委员建议，由龙头企
业当盟主，各相关企业、科研单位及投资机构
共同参与，研发关键共性和前沿核心技术。

“企业投入的增长释放了创新创造的
热情与活力。”沈阳鼓风机集团董事长戴继
双代表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唯创新者
进、唯创新者赢。

圣湘生物董事长戴立忠代表说，近两
年公司研发费用实现翻番增长，吸引更多
高层次人才加入公司，目前公司聚集了近
百名归国留学人员，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
了有力支撑。

此外，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1 年延续
执行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75%政策，将
制造业企业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 100%。

“用税收优惠机制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说明国家对企业创新充满信心和期待，
让我们备受鼓舞。”飞鹤乳业董事长冷友斌
代表认为，只有通过科技创新，企业才能在
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政策活了，创新
活水就能充分涌流。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读懂创新的五大关键词 ——从全国两会看科技自立自强

面向未来，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处于核心地位。推动高
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一个关键是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从“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到政府工作报告，
有哪些科技创新关键词？释放出哪些信号？

2021 年是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观察人士从
今年全国两会的内容和议程中看到了更多
不同于西方的民主细节。

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龙安志说，他
注意到中国式民主一个显著特征，是通过
广泛征集民意，充分讨论，最后逐步形成共
识，是一个“共识构建”过程。

“在西方国家的民主实践中，大部分时
间和精力都花在选举上。”龙安志说，中国
式民主不咄咄逼人，而更像练习太极一样，
心平气和，慢中自有大智慧。

“西方对中国的民主有很大的误解。”
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美国作家马意骏
说，中国不实行“两党制”，但中国的宪法和
法律以及立法机关运行的许多民主细节，
都体现了中国式民主的特质。

今年，两部关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开
会的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
和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将在全国人代会
上作出修改，其中一大亮点是将已成功实
践的“全过程民主”写入法律。

中国的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
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
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

生。“全过程民主”既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
主选举，也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决策、民
主管理、民主监督。

“全过程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区别于西方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民主
的显著特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
晨说。

中国在民主实现形式上有不少有益探
索，包括基层自创的“板凳民主”。村民自
带小板凳，聚集在水塘边、大树下讨论村
务，有时会为某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但最
终基本上都能达成共识。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主任
童卫东在接受采访时说，“全过程民主”是
实践的结果，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法工委在
基层设立的立法联系点，也被称作“立法直
通车”。他说，这些联系点发挥了接地气、
聚民智的作用。去年有 16 部法律草案征
求联系点意见，收到 1300 多条意见建议，
许多意见建议被吸收采纳。

正在人代会上审查的“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可以说是中国
式民主的典型案例。

编制规划纲要的重要依据是去年 10
月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亲自领导完
成了这一纲领性文件。去年 7 月到 9 月，他
多次外出实地调研；主持召开 7 场专题座

谈会，听取企业家、党外人士、经济社会领
域专家、科学家、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
家、地方党政领导、基层代表等各领域各阶
层人士意见建议。

建议制定过程中还通过互联网向社会
征集意见建议 101.8 万条。网名“云帆”的
内蒙古村干部李电波所提“互助性养老”建
议，就被写入了“十四五”规划建议。

观察人士指出，从制定规划建议到编
制规划纲要，再到人代会审查规划纲要草
案，直至表决通过，这一过程把党集中人民
意愿提出的重大决策部署，通过法定程序
转化为国家意志，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在人代会上，全国人大代表继续对规
划纲要草案不断审查、讨论和修改，直至付
诸表决。据 9 日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纲要草案拟作
55处修改。

从 1953 年开始，中国就靠一个接一个

的五年（计划）规划来谋划经济社会的中长
期发展，在半个多世纪内实现从一穷二白
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跨越。

“中国不仅有规划，更有具体实施方
案。”美国时事评论员艾纳·唐恩说，在一个
有 14 亿人口的国家，一个五年规划产生
后，从国家层面到基层单位，都要思考如何
把自己的工作与国家发展规划相衔接，并
制定具体方案去实施，确保这个国家庞大
的五年规划有序落实。

唐恩说，一个五年规划从产生到落实，
凝聚了从上到下无数人的时间和精力。中
国靠此干成了很多大事，包括历经几代人
的努力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
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
要解决的问题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大立法
和批准五年规划纲要，全社会组织实施，这
种“全过程民主”丰富实践，正是中国的成
功密码所在。 新华社北京 3月 10日电

“全过程民主”
——从全国两会看中国式民主特质

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