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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周成虎：

数字地球是数字经济的技术底座

●本报记者 孟培嘉

11月23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周成虎

表示， 数字地球是数字经济的技术底

座。 未来随着数字地球的广泛应用，大

众将能像用水、用电一样使用空天基础

设施。

“‘十四五’ 规划纲要中提出的数

字经济十大场景中，有七个与数字地球

密切相关。 ” 周成虎表示，数字地球连

接资源、能力、需求，构建全新价值网

络，将助力空天信息在数字经济时代的

产业升级。

周成虎介绍，数字地球的概念从可

计算的地球向智能地球演进，正服务于

千行百业以及可持续发展。而要做到智

能地球，离不开大数据、大知识、大模

型、 大算力以及大应用等方面融合，构

建统一的大平台。

“正是把强大的算力和数据链接

在了一起，才使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变成

核心生产要素，实现从数据到信息的自

然转化。” 周成虎说，“今天的数字地球

不仅仅是一个高新技术领域，更是一个

新兴的产业领域。从上游的卫星制造到

中游的传输、 再到下游各行各业的应

用，将形成一个以数字地球为核心的一

体化产业。 ”

中天科技董事长薛济萍：

积极实施“双碳”战略

加快数字化转型

●本报记者 乔翔

11月23日，中天科技董事长薛济萍在发表主旨

演讲时表示， 绿色化和数字化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两个重要趋势， 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提供重要赛道。

“‘十四五’ 以来，中天科技着眼可持续发展，

积极拥抱实施‘双碳’ 战略。 ” 薛济萍表示，中天科

技针对企业运营以来的各类机械、电气、仪器积极进

行排查，将能耗高、磨损大、精度差的设备进行系列

更新，并对相关产品业务公司、工厂设立四项万元指

标考核，积极践行绿色发展战略。

薛济萍认为，在数字经济中，ESG（环境、社会

和公司治理）为必选题，而“智改数转” 是一个复杂

的系统，是制造业的一次大洗牌、大起底。

据悉，中天科技积极顺应时代要求，持续加快

推进新型工业化、数字化。2022年，中天科技数字化

生产运营管理项目获得第二十九届全国企业管理

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 薛济萍在会上透露，2024

年是中天科技数字化建设的跃进年，“智改数转”

预计投入额将超过8亿元，2025年基本实现 “工业

4.0” 水平。

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维：

加快推进柔性电子等未来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彭思雨

11月23日，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维在

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新质生产力建立

在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基础之上，加快发

展具有高产业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是

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的战略支持和根本保障。“加快推

进柔性电子等未来产业发展，立足技术

自主创新，在新领域、新赛道上实现开

道超车。 ”

如何在数字经济领域培育新质生产

力？ 黄维认为，颠覆性技术具有变革性、

导向性、广泛性和引领性，新质生产力建

立在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基础上， 孕育以

具有高产业附加值为核心特征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主要建立在“软科

技”基础上的数字经济的未来发展，同样

需要以柔性电子为代表的根部技术作为

支撑，引领先进制造“硬实力” 。

据黄维介绍， 柔性电子是智能时代

的关键核心科技， 我国在该领域一些关

键方向上已取得突破。“深度研发柔性电

子，将会解决未来信息芯片、新型信息装

备、 电子器件创新等领域现存的发展瓶

颈，避免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加

快实现高水科技自立自强。 ”黄维表示。

从产业应用来看，黄维称，柔性电

子器件具有“轻薄柔透” 的特性，在航

空航天航海、显示、照明、存储、能源探

测、健康等各个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当前，柔性电子市场规模迅速扩张，

正逐步发展成为国家支柱性产业和国

际产业竞争的焦点。

黄维建议，加快推动柔性电子技术

自主创新， 推进柔性电子先导区建设，

在碳基材料和光电过程高度融合的基

础上培育以柔性电子技术为代表的未

来产业，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万华化学董事长廖增太：

始终把技术创新

作为第一核心竞争力培育

●本报记者 张鹏飞

11月23日，万华化学董事长廖增太在发表主旨

演讲时表示， 万华化学高质量发展得益于始终把技

术创新作为第一核心竞争力来培育，实行“一把手”

主抓，所有资源优先向研发倾斜，预算上不封顶。

在廖增太看来， 化工新材料的创新是一个多学

科、跨领域、长周期的系统工程。 万华化学通过多年

努力构建了集基础研究、工艺开发、工程化、产业化

和产品应用研发于一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他介绍，万华化学在总部投资68亿元建立了综

合型全球研发中心，重点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材料

基础科学创新、产业核心技术攻关，统筹实施技术创

新和成果转化战略。

在技术创新理念方面，万华化学鼓励创新、宽容

失败、重奖成功。 廖增太举例说：“对自主开发的新产

品自盈利之日起连续5年按净利润15%提取奖金，对现

有生产装置技术改进按1年内产生效益的20%-30%

提取奖金， 对长周期战略性研发项目持续实施阶段

性进展奖励。 ”

此外，万华化学锐意改革，在科研方面彻底去

行政化，简化管理环节，取消所有研究室编制，按项

目需要灵活组建跨部门课题组， 任务结束后解散。

公司还建立了科学家享受高管待遇、高级研究员享

受部门总经理待遇制度，充分尊重人才的知识和价

值贡献。

廖增太表示，作为国内领先的化工新材料企业，

未来万华化学将在坚持自主创新、精耕细作的同时，

抢抓新能源变革机遇， 深入研究产业布局与能源变

革关系，持续提升绿色能源开发利用能力，不断研究

减碳新技术，在碳循环领域加快突破，加快打造全球

一流的世界500强企业，为中国化工行业转型升级、

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明高：

氢能储能智能协同发力 推动新能源产业变革

●本报记者 李嫒嫒

11月23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明

高在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要通过“氢

能+储能+智能”协同发力，持续推动从

新能源汽车到整个新能源产业的深入

变革。

近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实现跨越

式发展，装机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发电

量占比稳步提升。

“在电源端方面，我国非化石能源发

电量占比将在2030年突破50%， 随着风

力、太阳能发电量比例的提升，以储能为

核心的新型电力系统迎来发展机遇期，

带动新型储能产业腾飞。 ”欧阳明高说。

欧阳明高表示：“在负荷侧方面，

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市场占有率

已超过30%，预计未来每年将增加1000

万辆，2023年新能源汽车市场销量预计

会达到900万辆，明年预计会超1000万

辆，2030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保有

量将达1亿辆。 ”

“在新能源汽车市占率快速提升

的背景下， 城市配电网络难以适应，不

堪重负，导致充电费用上升；同时为解

决新能源汽车充电慢问题，国内各大汽

车厂商都在布局超级快充技术，将车载

电压从400V提升至800V，充电10分钟

续航400公里。随着充电功率的提升，对

电网会带来更大的冲击，因此必须配备

储能。 ”欧阳明高说。

欧阳明高认为，下一个20年是新能

源全方位变革的时代，不仅要发展新能

源汽车， 还要把新能源汽车、 光伏、风

电、储能、氢能结合起来，形成相互协同

的整体解决方案， 重点聚焦电池储能、

绿色氢能、智慧能源发展。

聚焦科技创新 上市公司共话新质生产力内核

●本报记者 乔翔

近年来，以新质生产力为帆，借资本市场东风，

上市公司在科技创新资源的投入不遗余力：大力发

展战略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角逐全球产

业竞争高地……当下，如何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的

丰富内涵？上市公司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有哪些

实践经验？ 在11月23日由中国证券报、南通市人民

政府联合主办的 “先进制造与新质生产力———

2023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 上，围绕“积极汇

聚科创资源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主题，来自各

行各业的企业家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发掘新质生产力之“新”

“新质生产力是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大时代背景

下所提出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都发生根

本性变化， 以及这三个要素之间结构化的关系也正

发生深刻变化。 ” 中科星图副董事长、总裁邵宗有表

示，比如过去劳动要素是土地、钢材、水泥，如今还有

数据要素等。

中材科技董事长薛忠民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新，

是科技创新、机制创新，以及通过机制创新把科技创

新的成果能够有效转化成为产业的能力， 这也是一

种生产力创新。

“未来的新质生产力， 一定是以创新驱动作为

发展动能。 ”当升科技董事长李建忠同样认为，未来

新质生产力是基于科技创新为驱动力、 基于战略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 以此推动未来社会和经

济的发展。

李建忠认为，在新质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

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中，劳动者仍然起决定性因素。

“这就需要劳动者掌握未来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

术，同时拥有先进、专业的劳动技能，这样的劳动者

才能满足未来生产的需要。 ”

结合东阿阿胶的发展， 东阿阿胶总裁程杰对新

质生产力也有自己的理解。 他认为， 新质生产力的

新，是文化创新、科技创新，以及产品创新。“从科技

角度看， 东阿阿胶要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循证医学来

展现中华民族瑰宝的魅力。 ”

创新赋能生产力

“首先要锚定世界前沿技术，这点很重要。 ” 谈

及上市公司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的实践，邵宗有

表示， 其次要建立机制吸引和回报创新性人才，最

后要加大科研投入。 在邵宗有看来，为奋斗者谋幸

福，不仅要用事业留人，要用感情留人，更要用待遇

留人。

“要让创新精神根植到公司的发展基因里。” 对

于进一步培育新质生产力，薛忠民的观点十分明确。

在薛忠民看来，选准方向同样重要。 他认为，要

瞄准重大需求，通过不断筛选，选择出真正能够面

向国民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的领域，并进一步实现产

业化。

“此外，还要面向未来，不断做好出题人。”薛忠民

表示， 今年公司氢能领域一个重要进展是成为国内

首家既掌握70MPa-IV型储氢气瓶关键核心技术、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又同时具备自动化批量生产能

力的企业。 “接下来要解决产业化进程中的一系列

技术问题，当然还要和资本市场进一步结合。 ” 薛忠

民说。

“要不断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的能力建

设，打造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平台。 ” 结

合公司发展经验，李建忠表示，要不断重视基础研

究和前沿性或前瞻性技术研发，并且要加快技术的

成果转化，把技术优势转换成产品优势和市场竞争

优势。

“在未来发展的道路上， 科技和研发创新是我

们最重要的一个路径。为了布局相应的研发，公司构

建‘一中心三高地’规划。 ”程杰说。

“创新是一个企业健康长久发展的必经之路，

得益于对建筑行业的深刻理解，公司通过创新赋能，

从设计端到施工端再到材料端， 目前已经形成全产

业链闭环。 ”德才股份董事长叶德才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