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自阿里巴巴、京东等平台
数据显示，国庆引发的“国庆经
济”有效激发民众“爱国力”成
消费新热点， 网民为祖国庆生
热情高昂。 业内人士认为，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庆祝活动
为进一步激发民众爱国热情提
供契机。 但也要看到，与需求相
比，“国庆经济” 相关产品相对
单一，仍有大量潜力有待挖掘。

国旗网售同比增长近 40
倍 26 至 45 岁群体成购
买主力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举国
欢庆， 什么商品是网上热销的
爆款？ 当仁不让，就是国旗！ 来
自京东数据研究院统计数据显
示，国庆前一个月至国庆期间，
国旗类商品销售额是去年同期
的近 40 倍，充分体现了消费者
为祖国庆生的热情。

数据显示，26 岁至 35 岁人
群是网购国旗类商品的绝对主

力，占 44.4%的比例，其次是 36
岁至 45 岁，占比为 32.6%。 同
时，国旗类商品在广东、湖北、
北京三省市销售额遥遥领先。

“收到国旗类商品后，网
友们晒单的方法非常直接，就
是马上把国旗挂起来。 红旗招
展，非常庄重，又极具节日色
彩，一下子就把国庆的热烈氛
围烘托了出来。 ”京东数据研
究院院长刘晖说。

据介绍， 除国旗类商品外，
国庆热销的商品还有灯笼、纪念
币、工艺礼品、挂件、贴画等多个
品类。 与去年同期相比，灯笼销
售额增长了近 13倍， 工艺礼品
增长超 20 倍， 挂件增长近 27
倍，“国庆经济”红火可见一斑。

而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商家开发的国旗商品类型也花
样翻新。 即使是手摇小国旗，也
开发出“纳米防水”“抗晒涤纶”

“伸缩旗杆” 等不同的材质规
格， 满足消费者不同场景下的

应用。 同时，多档价位商品满足
了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

红色旅游等爱国主题消
费成亮点 国货销售增速
引关注

飞猪数据显示， 今年“十
一” 在飞猪上预订境内游的人
数同比增加 42%， 增速超过出
境游。 其中， 红色旅游越来越
“红”，8 月份红色旅游的搜索同
比增长近 200%。10月 1日至 3
日，延安、石家庄、吉安、重庆等
红色经典旅游目的地酒店预订
同比增速平均超过 300%。

淘票票等数据显示，10 月
1日至 3日，全国国庆档票房为
22.51 亿， 同比提升 132%。 上
海、北京、深圳、广州、成都、重
庆、武汉、苏州、杭州、西安是全
国票房“TOP10”城市。 保定、徐
州、绵阳、石家庄、丽水、南宁、
廊坊、济南、西安、长沙是全国
票房增长幅度“TOP10”城市。

某外卖平台数据显示，10
月 1 日至 3 日，全国一共有 1.1
万单订单备注了“国庆快乐”，
为祖国庆生。 普天同庆的节日
里，还有很多“最可爱的人”坚
守岗位，1 日 -3 日共有 7.5 万
单送到了交警部门， 近 1 万单
送到了环卫站点。

天猫数据显示，“十一”期
间国货表现亮眼。10月 1日，成
交额“TOP10”美妆品牌中有 8
个是国货品牌。 某国产坚果品
牌在长假前三天的总成交额同
比增长 106%。

“国庆经济” 供给侧潜力
待挖

“我们应该看到，存在于民
众心中的爱国热情， 以及经过
多年孕育日趋成熟的网购市
场，在这次国庆 70 周年庆典的
浓厚节日氛围激发下， 迸发出
了‘国庆经济’的小规模体量。 ”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

院互联网经济研究室主任李勇
坚表示。

“实体产品主要是国旗，虚
拟产品电影做得比较好。 目前，
需求侧热情高涨， 但供给侧仍
有潜力可挖。 ”李勇坚认为。

专家认为， 国庆期间各地
可进一步组织在公众场所的国
庆演出，与当前“夜经济”相契
合， 不但可以为群众抒发爱国
情怀提供良好的渠道， 也能进
一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红色旅游仍大有潜力可
挖。 ”李勇坚表示，可进一步挖
掘党史中具有重要意义、 公众
知晓度还不高的地点， 满足群
众需求，将“国庆经济”与红色
旅游有效结合。

刘晖表示， 从国旗的销量
来看， 国庆经济消费仍集中在
大城市， 二三线城市潜力仍待
挖掘，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引发的“国庆经济”及其周边效
应还应进一步关注。 /新华社

申报指南纷纷征求意见
10 月 11 日， 科技部基础

研究司发布“变革性技术关键
科学问题” 重点专项 2020 年
度项目申报指南 （征求意见
稿），明确 2020 年国家将围绕
制造、信息、能源、材料、地学、
生命、数学等 7 个领域方向部
署项目。 此前，科技部已发布
关于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
新领域“综合交通运输与智能
交通” 等 5 个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建议征求
意见的通知。

像这样“扎堆” 对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相关项目申报指
南进行公开征求意见，在今年
9 月 24 日便已开始。据国家科
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
台数据显示， 截至 2019 年 10
月 11 日， 科技部发布的 2020
年指南征集涉及 28 个专项，
其中高新技术板块 9 个，基础
研究板块 9 个，社会发展板块
7 个，农业科技板块 3 个，预计
拟资助项目 410 个，科研经费
将超 70 亿元。

对此， 中国农业大学李红
军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 与往年相比，2020 年高新
技术将会超过社会发展成为
项目数和经费数居第一位的
板块。2020 年高新技术板块计

划安排 170 余个项目， 经费
35 亿元。 在他看来，高新技术
安排如此多的项目主要是因
为“网络协同制造和智能工
厂”是 2020 年新启动的专项，
是互联网、工业制造和智能技
术三大热门领域的融合，是未
来工业制造的主流方向，因此
仅本专项就安排了 84 个项
目。

“以‘基于 5G 的飞机装配
过程虚拟 / 增强现实的全流程
辅助决策技术’为例，将 CPS、
5G、VR/AR 等热门技术融合
为飞机制造提供决策支持，力
争提高飞机装配效率 30% 。
‘制造基础技术与关键部件’
也是 2020 年重点投资的专项
之一，拟设立 38 个项目，研究
制造工业中广泛使用的电机、
轴承、齿轮、阀门、传感器等关
键部件，从而为整个制造业的
进一步提升提供必要的技术
支持和部件改良。 ”李红军解
释。

另外， 社会发展板块依然
是重点研发计划关注的重点，
但是由于前四年已经资助了
大批的项目，2020 年该板块预
计资助 69 个项目，经费 15 亿
元左右，从前几年的第一大板
块退居为第三大板块。 除了在
常规的交通、能源、健康领域
设置项目外，文化遗产保护也

进入资助范围。 作为 2019 年
度的延续 ，2020 年继续发布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专题”的
指南，除了开展常规的文物保
护技术研究外，还开展了大数
据、数字技术在文物保护中的
应用研究，使得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多元化、现代化。

加大基础研究以促进创新
基础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我

国科技发展的“短板”。2020 年
基础研究公布的 133 个项目，
经费近 30 亿元， 成为项目数
和经费数第二多的板块。 另
外，2020 年农业科技板块仍然
重点支持主要经济作物优质
高产与产业提质增效、蓝色粮
仓和绿色宜居村镇三个专项，
预计资助项目 38 个， 经费近
11 亿元。前两个专项分别研究
陆地经济作物和淡水海水养
殖，为百姓食品品种多样化提
供保证，绿色宜居村镇则是提
高农村居民的居住舒适度，为
2020 年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奠
定基础。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
心主任陈劲此前表示，应进一
步增加基础研究和农林科技
的投入和项目设置，因为基础
研究是原始创新的基础，是理
论创新的关键。 在工业化、信
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方

面，加强农林科技以加快农业
现代化的进程十分关键。

“以大科学装置前沿研究
专项为例，主要支持两类大科
学装置的前沿研究，一是粒子
物理、核物理、聚变物理和天
文学等领域的专用大科学装
置，二是为多学科交叉前沿的
物质结构研究提供先进研究
手段的平台型装置。2020 年拟
资助粒子和平台方面的研究
分别为 2 项和 3 项，提升其对
相关领域前沿研究的支撑能
力。 ”李红军表示。

经费管理要“放管结合”
近年来， 我国研发投入呈

持续增长态势。 有数据显示，
2013 年至 2016 年间， 我国研
究与试验发展（R&amp;D）经
费年均增长 11.1%， 增速世界
领先。 2017 年我国 R&amp;D
经费投入总量超 1.76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2.3%， 增速较上年
提高 1.7 个百分点 ；R&amp;
D 经费投入强度（R&amp;D
经费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
达到 2.13%。 2018 年， 我国
R&amp;D 支 出 达 到 19657
亿元， 投入强度为 2.18%。 与
此同时，研发投入结构持续向
好，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

研发投入增速的提升预示
着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

但是要把有限的经费花在“刀
刃”上，逐步完善经费管理制
度越发重要。 如何既让科研人
员从繁琐的报销手续中解放
出来， 又防止科研经费滥用，
一直是业界关注的话题。 专家
表示，科研经费的使用一定要
放管结合，科学合理。“科研单
位在‘松绑’的同时一定要加
强抽查监管， 做到赏罚分明，
而不是出事之后去救场子、给
面子。 ”李红军表示。

自 2018 年国务院发布了
《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
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
后，国家部委和各个科研单位
都积极响应，认真落实。 例如
教育部拟通过设立科研管理
“绿色通道”试点工作，扩大高
校和科研人员的经费使用自
主权。

李 红 军 表 示 ， 尤 其 是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开展项目经费使用‘包干
制’改革试点，不设科目比例
限制 ， 由 科 研 团 队 自主 决
定”，这是一项大胆的改革措
施， 将充分释放科研人员的
潜力。“十三五”以来，国家提
倡科研管理要“放 、管 、服 ”，
充分尊重科学研究的规律和
特点， 使科研经费能发挥应
有的最大作用。

/ 新华社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经费分配图谱浮现

“国庆经济”激发“爱国力”成消费新热点
供给侧潜力如何挖掘？

为规范消防产品市场秩
序，切实消除因消防产品质量
问题造成的火灾隐患， 近日，
松原市消防支队江北大队联
合商务局、工商局、辖区各派
出所深入消防产品的生产、销
售领域开展专项检查，严厉打
击和查处假冒伪劣的消防产
品，严把质量关，创造良好了
的消防安全环境。

近日， 四平市中心人民医
院召开以“细心、恒心、耐心、
虚心、 爱心” 为题的首届导
师———学员对接会，院长刘海
峰、副院长刘锦平、副院长许
兆辉、党委委员张力以导师的
身份与首批入选的 39 名导
师、2019 级 34 名学员全员参
加会议。

会上， 科教处处长孙巍
就导师制相关内容及要求、
导师名单、 学员对接情况进
行了简要的说明。 该院正式
启动导师制， 象征着该院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又向
着规范化管理的方向迈进了
一大步。

内 分 泌 科 孙 丽 主 任 、

2019 级学员张桐博分别代
表导师和学员进行表态发
言，院长刘海峰为 12 个专业
基地导师发放聘书， 场面温
馨而庄严。

刘海峰院长表示，全体导
师和学员们能够结合自身学
习和工作中的感悟进行分享，
希望大家共同提高专业素质

和自身技能，要求导师在“传、
帮、带”中引入发挥作用，让名
师带出更多的高徒，并对学员
如何在三年规培期间合理安
排学习和工作提出了中肯建
议，力争培养出“厚基础、宽知
识、强能力、高素质”的医学后
备人才。

/记者 高鸿 报道

全面启动导师制 助力学员成长
多部门联合开展
消防产品专项检查

伴随“综合交通运输与智能交通”“变革性技术关键科学问题” 等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征求意见通知的纷纷发布，2020 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申报工作也随之拉开大
幕。记者从科技部门获悉，历时近半个多月项目清单的密集发布，涉及高新技术、基础研究和农业领域等在内的 28 个专项 410 个项目，国拨经费将超 70 亿元，其中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
造、大科学装置前沿研究和蓝色粮仓等成为未来科研经费重点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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