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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争先善作为 向“新”出发
全国两会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当仁不让的热词，也是在津全国人大代表、住津全国政协委员们积极建言献

策的焦点。“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一起抓，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善作善成”“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以‘三新’‘三量’为抓手，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大家纷纷表示，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争先、善作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李杨）“科技成果转
化是实现从科学到技术、从技术到经
济‘并驾齐驱’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环节。转化道路不通畅，就会导致很
多科技成果‘躺在实验室睡大觉’。”在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
大学副校长陈军看来，提高科技成果
转化水平，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有
效对接的关口，也是科技成果顺利转
化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

陈军坦言，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成
果转化还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产业
和经济的发展。如何打通科研成果落
地的“最后一公里”？陈军认为，要进
一步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打通“知
产”变“资产”的关卡，让科技创新成果
迈出“实验室高阁”。

为加快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发展新质生产力，陈军提出五点建议。
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各级政

府与各高校、科研院所高质量、快节奏
打造合作的平台载体。建立健全科技
创新成果评估、交易、转化等环节的规
范性和透明度，加强市场机制和激励机
制的建设，健全产学研用对接合作机
制，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应用。

加强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加
快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升级改造，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谋划前瞻未来产业，持续加强科
技创新与产业之间的衔接和融合，为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注入源源不
断的创新动力。

加强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推
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
度融合，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

需求相适应的人才结构。继续探索更
加合理全面的人才聘用制度，支持青
年科技人才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应急科技攻关中挑
大梁、当主角。

加大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资金投

入。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需加大对
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资金投入，为科
技创新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探索多
元化的融资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形成多元化的投
入格局。

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

养模式。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
循环，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充分发
挥教育、科技、人才的力量，为发展新
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
人才。

全国人大代表陈军

打通关卡 让科创成果走出实验室

本报讯（记者史莺）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深
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让关注
向“数”而行的全国人大代表、天健国
信资产评估（天津）有限公司董事长
卢静倍感振奋。“数据资产化，是将数
据资产从原始状态转化为具有经济
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资产，是数字经济
时代的发展趋势。目前数据资产化
工作已全面展开，对于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有重要意义，通过释放数据的
乘数效应，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水
平，从而助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她告诉记者，数据资产化是新生事

物，对数据资产的认知需要循序渐进
的过程，她也为今后如何做好数据资
产化提出建议。
“数据资产涉及数据资源持有权、

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
权利划分，以及会计核算、财务管理等
诸多方面，专业性强。建议由政府相
关主管部门牵头，成立由审计、评估、
法律等相关专业人士组成的数据资产
化专业技术委员会，开展数据资产化
的理论探索与研究，并负责具体问题
解决、政策建议、监督执行、定期报告，
保障数据资产化过程的合法合规、科
学有序，为数据资产的有效管理和价

值实现提供重要支撑，推动数据资产
化进程发展。”卢静说。

卢静表示，数据资产化专业技术
委员会可以密切关注企业实践中不断
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发现并
为填补政策空白提出切实可行的建
议，帮助相关部门完善数据资产管理
政策。“数据资产化工作也需要跨部
门、跨领域间的协同合作，委员会的平
台能汇聚众力，共同挖掘数据背后的
价值，激发数据潜力，培育数据市场，
还能协助监管部门加强动态监控，防
范应用风险等，让数据资源的潜在价
值得到充分释放。”

全国人大代表卢静

做好数据资产化 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

本报讯（记者史莺）当
前，在形成更多新质生产力
的过程中，被誉为可改变未
来的颠覆性技术——合成生
物技术，成为百舸争流千帆
竞的新赛道。“这项突破性、
颠覆性前沿技术的开发应
用，可形成更多未来信息、未
来健康、未来制造、未来能
源、未来材料、未来空间等，
有望破解能源、农业、医疗、
环境等方面的创新发展瓶
颈，有效提升我国新质生产
力。”在调研中，全国政协委
员、台盟天津市委会主委蔡
欣发现，合成生物技术的飞
速发展或将给社会、伦理、技
术等方面带来相关风险。她
建议，加强我国合成生物技
术监管工作，更有效地促进
我国新质生产力安全发展。
“建议强化我国合成生

物技术研发应用准入制度，
加强其资金与技术监管，确
保合成生物技术在安全的环
境下得到应用。”蔡欣表示，
应对于拟进入我国合成生物
领域的企业资质、技术条件、资本来源、资金流
向等严格审核审批。同时强化信用评估，对于
参股我国合成生物领域的组织信用等级、资金
管理水平进行客观评估，并实施分级管理等。
她还建议，应尽快制定我国合成生物领域技术
标准和伦理道德规范，加强基因编辑技术的临
床和应用监管。

蔡欣认为，应尽快出台我国合成生物技术
监管条例，对该领域的监管主体、监管职能、监
管范围、监管方式等进行明确说明，建立健全合
成生物技术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明确我国合
成生物领域监管内容，抓紧完善卫健、市场监管
等部门在合成生物领域监管中的职责，并加大
对合成生物技术监管执行人员的培训力度，提
升监管效率。”她还提到，要通过数字赋能合成
生物技术监管，运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打
造全周期、全链条、全流程监管模式，推动合成
生物技术监管工作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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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史莺）“政府工作
报告中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出
重要部署，提到制定支持数字经济
高质量发展政策，积极推进数字产
业化、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技术和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些为今年天
津工业以数实融合推动新型工业化
指明方向。”市工信局副局长任洪源
告诉记者，从“工业制造”到“工业智

造”，数实融合正推动传统产业加快
转型升级，并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助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筑
牢产业数实融合的发展底座，信创产
业是关键一环。天津是国内信创产
业链布局最为完整的城市之一，发展
优势领先。我们要锻长补短，进一步
壮大产业规模，在津打造全国信创
产业高地。”

交通、能源、教育、金融……如
今，信创产业的应用场景越来越
多。“天津已打造出‘CPU—操作系
统—数据库—服务器—整机终端—
超级计算—信息安全服务’的信创
产品链条，构建了自主可控、产研一
体、软硬协同的信创产业体系。”任
洪源介绍，天津信创产业将加快技
术迭代升级、熟化转化，并依托天津

先进技术研究院、先进操作系统创新中心等
重点科研合作平台，开展车载操作系统等技
术研究。

信创产业的发展，终将赋能经济和社会发
展，便利百姓生活。天津工信部门将继续实施
应用场景和产品研发创新“双百行动”，围绕卫
生健康、公路水路交通、能源等十余个重点行
业，积极拓展医院、民航、港口、水利等细分场
景，并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除高标准建设的
天津软件园于年内开园，我们还将继续推动大
项目、好项目尽快、尽早落地。同时做强中国信
创谷、天河数字产业园，通过打造一批高质量园
区，打响‘天津品牌’，推动信创产业高水平聚
集。”任洪源表示。

加快技术迭代升级熟化转化

在津打造全国信创产业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