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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对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部
署，提出“充分发挥创新主导作用，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推
进新型工业化，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促进社会生产力实现新的跃升”。

壮大新质生产力，这对大
学教育来说有怎样的启示？对
年轻人而言又该如何抓住机遇，
做出青春贡献？正在北京参加
全国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
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
长丁奎岭就此接受了青年报记
者的专访。

提升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
科技创新能级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对
大学来说应有作为。”丁奎岭指
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重要的
战略科技力量，是发展科技第一
生产力、培育人才第一资源、增
强创新第一动力的关键交汇点，
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
突破生力军，是国家科技实力和
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因此，提
升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科技创
新能级，就能提升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的加速度，为发展和

壮大新质生产力做出大学贡献。
有效提升科技创新能级，抓

手在哪里？丁奎岭的建议是在资
源投入上“跟跑”，在校企合作上

“并跑”，在抢占制高点上“领跑”。
丁奎岭说的“跟跑”指的是稳

定投入的增长速度要跟上高等教
育发展的速度，发挥调结构的“杠
杆”作用，推进高校有组织科研。
稳定的科研资助正是高校科技创
新的“压舱石”，是科学家投身科
技攻关的“定心丸”。“并跑”，指的
是深化高校与创新型企业的协作
融合，发挥强耦合的“双主体”作
用，共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丁奎岭呼吁，高校和企业应该打
开边界，形成“目标共识、人事共
通、任务共担、成果共享”的协作
机制。“我认为，科技制高点的本
质就是在某个领域形成竞争壁
垒，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

特。”丁奎岭说，“领跑”指的是准
确把握科技制高点的战略重点，
发挥指方向的“头雁”作用，引领
高校科技创新进程。

给青年发展带来
超强新机遇

提升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科
技创新能级，丁奎岭还强调，我们
不但需要培养更多具有全局观念
和前瞻判断力的战略科学家，还
要引育更多前沿领域的全球顶尖
科学家以及有发展潜力的优秀青
年科学家，并形成能够“在驾驶室
看清前方道路而不是看尾灯追
随”的、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人
才梯队，在抢占科技制高点的过
程中，成为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的“领跑者”。

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对于
更为广泛的青年群体而言，同样
充满着超强机遇。“生产力里还有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劳动
力。从创新的角度来讲，毫无疑
问，年轻人是最有创新活力、创新
激情的。”丁奎岭也借此专访建议
青年，要找准方向、找准定位、找
准目标，用创新研究、创新成果共
同促进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
展。“当下，先导产业、未来产业都
需要大量的青年投身建设，对于青
年人而言，在学习阶段打好基础，
面对的机遇就会更多。”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新征程上，服务新
质生产力的生长和发展，做好创
新大文章，是高校不可替代、无
可推脱的历史使命。”在昨天下
午举行的上海代表团开放团组
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
学校长金力作了“关于服务新质
生产力的生长和发展、加快实现
向创新型大学的新跨越”的审议
发言。自主培养造就创新者、走
出融合创新之路、向制度创新要
效能，以及厚植创新文化沃土是
他提及的四大方向。

加快培养紧缺人才
结合高校实际，金力首先提

出，以自主培养造就创新者。
金力说，创新以人为本，劳

动者是新质生产力的决定性要
素。“把AI训练成做题家是科技
的进步，把人训练成做题家是教
育的落后。我们要把造就一流人
才方阵、加快培养紧缺人才作为
建设创新型大学的根本任务。”

当下，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
加速，领域和专业越热门，知识
更新速率越快，应对变化挑战的
能力要求越高。金力说，复旦学
生应像“干细胞”那样具有多方
面潜力和高素质潜能，点燃为国
家和人类创造未来的雄心，主动
塑造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进而
发现新知识、解决新问题。但让
做惯广播操的学生跑马拉松，肯
定很难胜任。因此，学校坚持

“目标逆推”，将开展质量观大研
讨，想清楚各领域拔尖创新人才
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执果索
因地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另一方面，要把人才引育和
人才发展作为强校之本，聚天下
英才而用之，揽天下英才而育
之。据介绍，当下，复旦大学在
上海市支持下建设相辉研究院，
打造基础研究先行区，诚邀全球
顶尖人才和青年英才，潜心挑战
高风险的科学难题。

金力进一步建议，期待像打
造基础研究先行区那样，把各类
人才培养项目和政策也集成起
来，支持高校整体性构建长周期
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试验区。

高校与企业双向奔赴
“走出融合创新之路”，金力

提出，融合创新是实现劳动者、
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
跃升的重要路径。不仅学科要
交叉融合，更要推动创新链各环
节诸要素的融合发展。

比如，复旦大学对标服务上
海三大先导产业发展，在集成电
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领域先
后获批3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
平台，以三个平台为支点做出3
条创新链，形成示范效应。

同时，统筹建设新工科。金
力认为，新工科是直接孕育培植
新质生产力的交叉学科，发展模
式是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因
此，他建议，产教融合不仅是教
育政策，也可以是产业政策。“建
议把产教融合纳入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推动高校与企业进一步
双向奔赴，协同发挥创新主体作
用。”

同时，要向制度创新要效
能。在他看来，建设创新型大
学，不能“小院高墙”，也不能“摊
大饼”，本质是提升创新效能的
内涵式发展。要全力让生产关
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以首创
引领改革激励保障创新，实现科
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

重视创新文化和环境塑造
“厚植创新文化沃土”，金力

说，新质生产力具有很强的非线
性发展特征，培育生命体离不开
光水土气肥，因此，呵护新质生
产力的生长必须重视创新文化
和创新环境的塑造。

“我们把复旦人自立自强的
奋斗精神、学术精神，融入铸魂
育人各环节各方面，厚植创新沃
土、教育强国一代。牵住评价改
革‘牛鼻子’，构建以创新价值、
能力、贡献为导向的多元多维评
价体系，打通‘评价—反馈—改
进’闭环，营造追求卓越、尊重创
造、宽容失败的制度环境。把坚
持开放创新作为提升全球竞争
力的关键抓手，实施全球开放合
作行动。”

“面向时代，我们不求所有、
但求所用、重在所为。”金力表
示，学校正在盘活校内和校外资
源服务“国之大者”，积极承担多
个上海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任务，
努力成为全市科学智能发展的

“发动机”和创新生态建构的重
要策源地。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

壮大新质生产力与年轻人的超强机遇

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校长金力谈“新质生产力”：

以自主培养造就创新者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这两天，“新质生产
力”成为委员们热议的关键词。

“我认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创新体系的运转效率是关键，要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让创新从金
点子到实验室到工厂车间到我
们老百姓的生活中。”在今年的
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德
勤中国主席蒋颖积极建言献策，
建议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构
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创新
体系。

委员分析造成转化率偏
低的主要原因有很多

近年来，我国在科技研发领
域的投入持续增加，但同时，根
据世界银行与知名高校的一项
联合研究结果，中国的全要素生
产率增长从2000-2009年的年均
3.1%降至 2010-2019 年的年均
1.1%，并在 2022 年继续下降到
0.45%。蒋颖分析说，这表明科技
成果转化率需要提高，进而提升
整个创新体系的运转效率。

她进一步分析说，造成转化

率偏低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为
三种情况：一是市场主体的动能
不足。二是各类创新主体之间
的协同度不够。三是科技创新
国际合作渠道发展不充分。

建议优化合作机制，形
成“三体联动”

针对这三点问题，她逐一提
出政策优化建议。针对第一种
情况，她的建议是：政府引导基
金带动社会风险投资加大对“专
精特新”企业的投资力度，为中
小企业的可持续研发增添动能。

针对第二种情况，她也给出
了合理化建议，即优化合作机

制，促进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
导、专业社会组织倡导的三体联
动，提升各类创新主体之间的协
同度。

“我们要鼓励外资企业在华
开展更多研发活动，推动更高水
平融入国际创新网络。”在蒋颖
看来，外资企业仍然是中国主动
融入国际创新网络的重要渠道。

她建议以更高水平的制度
型开放进一步鼓励外资企业在
华研发和跨境合作研发。包括
在与本土资源协同方面，鼓励外
资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成
立联合实验室，参与承担各级政
府财政资金支持的共性技术攻
关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围绕本
土需求开发解决方案；在研发资
金支持方面，在外资企业集聚的
重点城市开展试点，按照企业对
当地税收贡献比例，为外资企业
预留公共研发资源、研发补贴和
专项资金；在科研资金和数据跨
境流动方面，在保障安全的前提
下尽快研究出台符合当下国际
研发合作模式的管理制度，在浦
东、前海等地率先试点，再逐步
推广。

全国政协委员蒋颖：建议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

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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