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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基础创新能力？科技体
制改革怎样深化？科技如何支撑抗
疫？8日举行的全国两会“部长通道”
上，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围绕记者关心
的基础研究、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区域
创新布局、科技支撑抗疫等方面的问
题，回答了提问。

基础研究是科研的总开关，实现
科技自立自强必须提升基础创新能
力。王志刚表示：“我们经常讲到产业
链、供应链有短板弱项，如果追踪溯
源，就是我们在基础研究方面存在薄
弱环节。”

王志刚表示，国家创新体系中基
础创新的比重和位置越来越重要、顶
层设计和系统布局更加合理，我们坚
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的
基础研究格局也正在形成。

“同时，近年来我国在基础研究领
域也取得一系列成果，包括铁基超导、
干细胞、量子信息、类脑芯片等领域以
及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王志
刚说。

制定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继
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更加强调国家
战略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更加注重
青年科技人员投身基础研究、建立基
础研究中心和平台……此次“部长通
道”上，王志刚用五项具体举措，向大
家概括了继续加强基础研究的着力
点。

面对科技体制改革等方面的问
题，王志刚说：“我们主要是围绕着
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围绕着如何
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如何能够
构建法律、政策、社会环境，以及如
何能把国家的科技投入、全社会的
科技投入用出更好的绩效等方面来
展开。”

“下一步，我们的科技体制改革
一是要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重点
来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二是要
以科研评价为抓手来持续推进，要
让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两个轮
子一起转。”王志刚说。

越是欠发达地区，越要走创新

驱动发展的路子。面对有关完善区
域创新布局的提问，王志刚表示，区
域创新、地方创新是国家整个创新
体系和创新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技部的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国家发
展战略来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发挥
高新区辐射带动引领作用，解决区
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在基层推动
科技创新工作。

过去一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全
国各界在党中央领导下奋力抗疫，科
技工作者参与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王志刚表示，下一步针
对疫情防控，科技领域要有更多的支
撑方法、支撑手段和支撑技术。

“这次疫情也给我们敲响警钟，实
际上对这种重大传染病来讲，科技要
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不能好了伤疤
忘了疼，科研攻关要持续进行，各种科
研活动要科学布局、持续展开，宁可备
而不用，也不能到时候束手无策。”王
志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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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
定？中小企业将有哪些帮扶？如何
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8日举行的全
国两会“部长通道”上，面对记者关心
的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热点问题，工信
部部长肖亚庆给予回应。

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对经
济发展全局至关重要。

“我国制造业比重在2006年达
到32．5％以后，逐渐下降。但是有
个大背景，就是我们的经济总量在不
断提升。”肖亚庆认为，保持制造业比
重基本稳定，不仅要把制造业的总量
进一步提升，更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首先就是保持产业链完整，把弱
项和短板补齐，使得在任何时候，制
造业都是支撑，都不能“掉链子”。

其次，要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方面进一步提升，要对传统行业实
施技术改造，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但新兴产业的发展不能盲目重复建
设，要防止“一哄而起”。同时要鼓励
产业集群发展，鼓励发展龙头企业。

“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是久
久为功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要进一
步扩大开放，深化和各方的合作，实
现更加国际化的发展。”他说。

中小企业是我国数量最大的市
场主体，在吸纳就业、促进经济发展
方面做出很大贡献。

去年以来，为应对突如其来的疫
情冲击，各方面密集出台了许多帮扶
中小企业的政策，要继续为市场主体
纾困，引导更多的中小企业聚焦主
业、做精主业。

肖亚庆说，工信部将把已有的各
项政策落实落地，见到实效。他还强
调，目前中小企业发展还面临很多不
确定因素。“作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
我们将根据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

实际困难，有针对性地提供各方面服
务。”他说。

数字经济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
作用越来越重要。肖亚庆说，当前
工业经济正向着数字化大踏步迈
进，发展数字经济，要将基础进一步
夯实。

“今年以及未来五年，我们将建
成系统完备的5G网络，5G垂直应用
场景将进一步拓展。”他说，在数字经
济发展过程中还要进一步扩大消费，
在网络的覆盖面和便捷程度以及用
户体验方面不断加强，同时加快数字
经济和各行各业的融合。

未来三年是工业互联网的快速
成长期。谈及工业互联网，他提出，
未来几年要把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基
础打好，通过工业互联网产生更多的
创新应用，为经济发展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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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消费表现会如何？我
国在扩大开放方面将迈出哪些新步
伐？8 日举行的全国两会“部长通
道”上，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回应了商
务领域热点问题。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
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下
降3.9％，为39.2万亿元。如何判断
今年的消费走势？

在王文涛看来，随着我国对疫情
控制持续向好，经济复苏持续向好，
以及一系列援企纾困政策持续发力，
今年消费预计将呈现恢复性的快速
增长。

5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立足国
内大循环，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
贸易强国建设，依托国内经济循环体
系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
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并明确，稳
定和扩大消费。

“商务工作联通国内国外，是国
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
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在构建

新发展格局中起着重要作用。”王
文涛说。

他表示，未来商务部在扩消费方
面，将升级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
创新消费平台，改善消费环境。比
如，改造提升步行街，打造特色商圈，
鼓励建设15分钟便民生活圈等，让
消费下沉，解决消费“最后一公里”问
题，真正方便老百姓。

再比如，在乡镇建立商贸中心，
实现电商全覆盖，鼓励和引导商贸流
通企业下沉服务农村，以更好扩大农
村消费。

“商务工作涉及流通和消费，在
畅通国内大循环方面大有可为。”王
文涛说，关键是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
立足于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努力
扩大消费，把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
场，变成国内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和吸
引国外资源要素的引力场。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行高水平
对外开放，促进外贸外资稳中提质。
新的一年，我国对外开放如何迈出新

步伐？
王文涛用几个“更”字来概括

——开放大门更大，开放平台更实，
开放环境更优，开放合作更深更广。

他表示，商务部未来将进一步缩
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出台跨境
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以自贸试验区、
自由贸易港等为平台，逐步走向以规
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为主的制度
型开放；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尽早生效实施、中欧投
资协定签署……

关于RCEP生效实施，王文涛表
示，商务部正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推
进技术准备方面工作，以确保协定生
效时可以马上实施。商务部还将加
大对协定的宣介培训力度，确保协定
能真正惠及企业、造福百姓。

“畅通双循环，更重要的是推动
高水平开放。”王文涛说，在此基础
上，促进双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即产
业相融、市场相通、创新相促、规则相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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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基础创新能力？科技体制改革怎样深化？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为科技创新“划重点”

怎样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中小企业将有哪些帮扶？
——工信部部长肖亚庆回应热点话题

扩消费如何发力？高水平开放怎么推进？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回应商务领域热点

3月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举行第二场“部长通道”采访活动。这是科学技术部部
长王志刚通过网络视频方式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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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举行第二场“部长通道”采访活动。这是工业和信
息化部部长肖亚庆通过网络视频方式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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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举行第二场“部长通道”采访活动。这是商务部部长
王文涛通过网络视频方式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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