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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部长万钢答记者问八大亮点】

3 月 11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科技部部长万钢就“2016 年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实施进展成效和 2017 年重点工作”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我们从万钢部长回

答记者们的各种提问中归纳出八大亮点，介绍如下。

一、把科技工作的重心从规划部署转移到全面落实上来

2016 年是我们国家科技事业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当中，党中央、

国务院召开了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九次代表大会，颁布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纲要》，习主席提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召，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

2017 年将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当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科技工作要有新的作为，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2017 年要深入实施《创新发展战略纲要》和《“十三五”国家科技创

新规划》，把科技工作的重心从规划部署转移到全面落实上来，我们已提出了具体举措。 

二、从赞扬声中思考我们努力的方向和重点

2016 年是我们国家科技事业创新发展极不平凡的一年。总的来说，我们国家科技整体能力持续提升，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显著增强，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既快又稳，取得显著进展，一系列政策制定还

在实施过程中。

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科技领域取得了一批国际领先的重大

成果，新兴产业蓬勃兴起，带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引领支撑经济发展，“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蓬勃开



【科技部部长万钢答记者问八大亮点】

展，在全社会的参与和支持下，一代青年人正在放飞他们的创新创业梦想，大国工匠、职业农民等高技

能人才正在成长，为中国质量和中国品牌贡献他们的力量。报告中特别强调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报告中的这些内容获得了阵阵赞扬的掌声，我们政府部门要从赞扬声中思考我们努力的方向和重点。

今年是规划落实落地的重要一年，需要我们更加担当，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从而使各科研院所、创

新型企业、高校能够更加担当；要提升服务能力，减少科技人员在琐事、杂事上浪费时间；要总结更多案例，

帮助大家在新政策落实方面有更好的把握；要连接各项政策，打通各个环节，推动各项政策进一步落实

落地。

我们要更加深入基层解决问题。降网费、提网速，相关部门和企业都提出了落实计划，从科技角度来说，

就要进一步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研发步伐，支撑网速更快、惠及面更广。

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方面，要进一步支持大企业、龙头骨干院所与高校和青年人共同建造专业

化众创空间，使年轻创业者的梦想能够更快地接地气，接到市场上去。我们还要在人才上多下力气，创

新驱动就是人才驱动，我们不但要注意集聚天下英才，使各国科学家都能够到中国来，参与我们的创新

事业，还要培养骨干科技人才，更重要的是，要使青年人才特别是大国工匠、职业农民这些技能型人才

都能够为科技创新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科技创新 2030 重大项目将陆续启动

按照《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和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的要求，我国要面向 2030 年部署一

批与国家战略长远发展和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的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工程，它和 2006 年开始实施的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将形成一个远近结合、梯次接续的系统布局。

重大专项和科技创新 2030- 重大项目，两者在领域分布上有相关性，主要集中在电子信息、先进制造、

能源环境、生物健康、海洋天空等五大领域，遴选体现的是战略必争、重大关键、前瞻引领、切实可行

等基本原则。16 个重大专项实施周期到 2020 年结束，面向未来部署的科技创新 2030- 重大项目从 2016

年开始，实施周期到 2030 年，这两者在时间上也是相互衔接。

我们面向 2030 年，在电子信息领域部署了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机、网络空间安全、天地一体化信息

网络和大数据四个重大项目。在先进制造领域，部署了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智能制造和机器人、重

点新材料三个重大项目。

目前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专项已经启动，深海空间站、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量子通信和量子计

算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等重大项目实施方案编制都已经开始，预计两年当中，这些重大项目都要启动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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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研经费改革要在服务上做加法，在检查上做减法

科研经费改革是国家科技计划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科研经费怎么用好、用的有效，同时又要

减轻科技人员在科研经费管理上的繁事琐事，一直是科技界关心的事情。目前已经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科

研经费管理的具体措施。我们还进一步要求对科研项目经费进行规范管理，强调支出公开透明，强调法

人责任，减少检查评审。总的来说，今后的做法就是在服务上做加法，在检查上做减法，在管理方面更

多赋予高校、院所自主权。

五、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即将出台

多年来，科技部通过一系列科技计划，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在关键技术攻关方面，重点支

持了智能计算机系统、智能机器人、自动信息处理，在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慧城市等方面也支持了

一批项目。人工智能确实取得了很快发展，它将会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在精准

医疗、养老服务等方面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下一步，我们要在深度学习关键技术、跨界融合的信息技术、人机协同的操作和控制方面，在群体

智能和开放研究方面下力气。我们正在集聚科技界、企业界的专家和创新型企业，包括一些年轻的创业

者共同制定促进中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规划。这个规划旨在推动人工智能在经济建设、社会民生、环

保事业、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应用。中央财政将设立一个专项，主要是在基础研究、核心关键、共性技术

上下功夫。这个研究必须是开放的，将来会有知识交流的平台，有开放的知识共享平台，要建立开放的

软件平台、开源的硬件平台，以及专业化众创空间。这个规划目前我们正和相关方面共同起草，估计很

快就会和大家见面。

六、更加注重科技成果转化的公益性

关于职务发明所有权的问题一直是个引人注目的问题。2015 年 10 月公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明确规定国家财政支持的科技项目所产生的科技成果，在转化应用中的

收益净收入 50% 以上可由发明人享受。

科技成果转化具有双重属性，既有个人收益属性，还有社会公益属性。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当中，

我们更加注意了成果转化的公益性。比如粮食丰产工程，就是把各种农业适用成果集中起来，由 7 个部

门在 14 个城市进行推广，把良种、良法、良田结合在一起，提高粮食生产率，提高农民收入。再比如“数

控一代”，就是把自动化、半自动化的中小企业生产机械进行数字化、信息化升级，通过数字化信息化

拥抱互联网，提供个性化产品。

我们还有很多科技人员、科技特派员走到农村去，和贫困农民一起养土鸡，做电商，推进科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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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推广，成效很大。比如陕西的苹果、大枣，宁夏的枸杞子，江西的脐橙，新疆的马产业，西藏的青

稞牦牛，这都是农业科技人员把他们的成果运用转化到各地，推动了当地特色经济发展。

科技成果转化实际上是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很多行业都具有引领创新、推进创新的作用。

七、高新区是试验田，先行军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区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先行军，书写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新”

故事。现在有统计的 146 家高新区，发展劲头十分强劲。“十二五”期间营业收入保持了年均 17% 的增

长速度，2016 年营业收入达到了 2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5%，工业生产总值也增长了 10.3%。他们已

经成为各个地区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更重要的是，高新区已经成为国家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田。2016

年高新区率先进行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试点，创造了很多好的经验，去年又开展了投贷联动试点，带

动产业的发展。

高新区已经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载体和主要阵地。在自创区和高新区的带动下，全

国众创空间数量达 4298 家，与 3600 余家科技企业孵化器、400 多家加速器形成企业孵化服务链条，服

务创业团队和初创企业超过 40 万家，培育上市挂牌企业近千家，提供 180 万个就业岗位，形成创新创业

带动就业的良好局面。下一步要进一步发挥高新区“领头羊”作用。一是政策先行先试，二是推广应用辐射，

三是推动高新技术产业“走出去”。也特别欢迎海外创新创业团队来到高新区进行创新创业。

八、香港的科技创新已经和内地融为一体

科技部长期以来高度重视推动内地与香港的科技创新合作，尽全力开展更务实、更全面、更深入的

科技交流与合作，科技合作基础扎实而且成果丰富。2004 年科技部与香港原工商及科技局签署了《内地

与香港成立科技合作委员会协议》，约定每年召开会议商定年度合作计划。主要合作内容包括：在基地

建设方面，已协助香港建立了 16 家国家重点实验室香港伙伴实验室、建立了 6 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香港分中心。在项目研究方面，2006 年至今，已核准 472 位香港科研人员参与了国家科技计划课题的研

究工作。在人才交流方面，香港科研人员入选国家科技计划专家库的人数已达 192 人。在科技奖励方面，

2016 年，香港科研人员完成或主要参与完成的项目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6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5 项，

其中有 3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为第一完成人。从数字上看起来，香港科技人员已经和内地科技人员融为一体。

今年我们正在深入推动内地和香港创新合作。比如加大支持香港科学家参与国家科技计划力度，继

续支持国家重点实验室香港伙伴实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建设，深入推进香港创业青

年内地行活动。我们希望香港的大学、院所和企业更多的到内地来，开展科研合作和创新创业。

（来源 :中国网，2017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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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大潘建伟、陈宇翱研究团队经过多年努力，在超冷原子实验操控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搭建了可以同时冷却操控玻色子和费米子的世界领先的实验平台。通过发展新一代的激光冷却、高效率

磁输运、光阱陷俘、高分辨成像等核心技术，研究人员成功地在独创的“碟片交叉光阱”中首次实现了

质量不平衡的玻色 - 费米双超流体，并在该双超流体中成功地产生和观测到玻色 - 费米量子涡旋晶格。

此项研究成果开辟了超冷原子领域全新的研究方向，为理解复杂宏观量子现象提供了独特的研究手段，

为研究质量不平衡的双超流系统铺平了道路。国际物理学顶级学术期刊《物理评论快报》以编辑推荐的

形式发表了这项重要研究成果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17, 145301 (2016)]，并在美国物理学会网站

Physics Synopsis 栏目作亮点报道。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W. Ketterle 评价其为“一个精彩绝伦的实验工

作”；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A. Leggett认为，这是“极为重要的实验工作，毫无疑问将激发大量的理论研究”；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M. Zwierlein 称其为“超流研究领域一个里程碑式的工作”。

（来源：科技部，2017 年 3 月 16 日）

近日，我国科学家发现，经聚合物钝化处理后的纳米材料在靶向治疗中不仅起运输作用，还在激发

机体免疫响应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项研究由苏州大学放射医学及交叉学科研究院特聘教授周如鸿

研究团队与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马光辉研究员等共同合作完成。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将纳米材料

披上聚合物“外衣”，进入机体后不会被巨噬细胞内吞，还会通过加速巨噬细胞流动性促进其迁移，并

诱导产生大量炎症因子，从而触发机体强烈的免疫反应。科学家们还通过超级计算机进行大规模仿真模拟，

发现聚合物“外衣”能够将纳米材料紧密地“粘”在细胞膜表面促进初始的信号传导。当靶点细胞察觉到“异

物”靠近，便会在 6 小时内以细胞活素的形式发出“求助”信号，人体免疫细胞会及时响应并迁移到纳

米材料入侵部位，执行“攻击任务”。而此前，这方面的科学进展从未被报道过。该研究成果日前在国

际自然科学领域权威杂志《自然通讯》上发表，它揭示的激发机体免疫响应新思路，或许会为精准医疗

带来新的曙光。

（来源：科技部，2017 年 4 月 7 日）

超流领域获得里程碑式突破

给纳米药物披上聚合物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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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成功自主研发的“海浪发电机”——鹰式波浪能发电技术和整套装备设计，不仅获得中国、

美国、澳大利亚三国发明专利授权，日前又得到法国船级社的认证，标志着这一技术具备了产业化和走

向国际市场的技术条件。据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海洋能研究室副主任盛松伟介绍，目前已建成且

运行的“海浪发电机”长 36 米、宽 24 米、高 16 米，有 12 米在海平面之下。布置 3 个这样的平台，就

能满足 500 人至 1000 人的海岛生活用电。平台被投放到珠海市万山海域进行实时海况试验，不仅能够将

不稳定的海浪转换成稳定的电能，还保持了较高的转换效率。同时，平台经过大风暴的“洗礼”，展现

出了强大的发电能力、良好的环境适应性和可靠性。目前这一被命名为“万山号”的平台正在万山群岛

进行更大规模的应用试验。

（来源：科技部，2017 年 2 月 15 日）

海浪发电机获多国专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