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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勤

“‘互联网 +’，加出了一个大的网络零售，加
出了一个大的社会服务。”科技部部长万钢在 3
月 10 日全国人大举办的记者会上所言，堪称对
过去一年全民创业热潮的形象表述。

2015 年，举国上下兴起的创业潮波及到了
很多社会领域。让 58 岁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建
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济师鲁贵卿颇有感触的是，
他的朋友、已过不惑之年的绿地总建筑师胡京也
在这一年提交了离职报告，杀入联合办公空间的
创业领域。

“如果公司在北京的三里河，但职员住在通

州，可以在住地附近的办公场所办公。除了需要
当面召开会议，这种办公场所的平台和公司的网
络平台完全可以连接起来，在互联网技术下实现
分布式办公。”鲁贵卿点评道，“要不是有创业、创
新的整体氛围，联合办公这件事情可能看起来有
些奇怪和冒险，但 2015 年营造出的创业大环境
让人们有动力去做。”

创业无处不在

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中心曾发布一份
《2015 劳动力市场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在经济
新常态下，2015 年的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而

这离不开创业环境的改善。
2015 年以来，我国每天新增企业近 1 万家，

众多的创业型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而目
前我国互联网创业就业的总人数已超过千万。

这意味着，创业无处不在。
就鲁贵卿而言，不仅他的朋友投身创业的

“蓝海”，他还接触到很多“有意思”的创业者。而
他口中的“有意思”，就是“空手道”竟然让一个刚
毕业的大学生找到了巨大的足球市场。

乐奇足球创始人邱秋是一位“90 后”创客，他
的项目乐奇足球 A 轮融资数千万元，估值 2.5 亿
元。原来，邱秋在掌握了足球场租赁市场信息后，和
球队取得了联系，问对方需不需要足球场；接着又

跑到学校，问哪些人想要看足球，哪些人能提供啦
啦队；随后又找到了矿泉水厂商提供广告。他带领
团队开发了 App，并链接支付功能做 O2O，用户可
以通过这个平台进行足球比赛场地预订、匹配对
手、线上报名、招募队友、约找裁判和线下 PK 等。

鲁贵卿曾听过邱秋本人介绍创业始末。他感
叹道：“这种创业模式抓住了不同群体的利益需
求，并借助互联网手段成功开展，这也是‘互联网
+’应用到实际工作中的创业案例。”

这种案例在过去一年中不胜枚举。鲁贵卿指
出，过去一年创业的蓬勃发展给大量草根阶层提供
了改善生活质量、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双创’做
得好，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 渊下转第 2版冤

“‘中国制造’并非我
们想象的那么强大。”近
日，工信部部长苗圩在全
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
十三次会议上全面解读

《中国制造 2025》时的一
席话，引发各界热议。

日本马桶盖、欧美化
妆品、澳洲奶粉，一边是
买遍全球的中国消费者
对国外产品的追捧，一边
是连圆珠笔的圆珠都无
法生产的中国制造业。供
给与需求之间的严重不
匹配，让不少人对苗圩的
上述肺腑之言产生共鸣。

对中国制造出现的
问题，并非近日才引起关
注。2015 年 5 月，国务院
印发了《中国制造 2025》，
并将其定位为我国实施
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
年的行动纲领。该文件的
出台也表明，期待中国从

“制造大国”向“制造强
国”转变已成为从政府到
百姓的普遍共识。而当下
面临的问题是找到将这
种共识变为现实的方法
与途径。

两会期间，“创新”是
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
放到制造业中来看，创新
是产品品种多样、品质提
升、品牌创立的不竭源
泉。没有创新精神，制造
业便缺乏发展的动力。但
只有创新思想，缺乏付诸
实践的能力，一方面不利
于创新的开展，另一方面
于中国制造而言，其发展
链条也是不完整的。正如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
士吴一戎所说，“光有绝
顶聪明的脑袋，不亲自动

手做，根本无法进行创新。”
此次在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首次出现了“工匠精神”的字眼，让许
多人眼前一亮。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
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让创新思想落到实
处的重要抓手。它直接关乎产品品质，更
直接关乎创新思想的践行。

剖析发展蒸蒸日上的德国、日本等国
制造业，其成功无外乎创新思想与工匠精
神并重使然。但能否兼顾二者，对当下的
中国而言，仍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关注创新，需要科研人员的研究工作
在“顶天”的同时，更要“立地”。只有更接
地气的研究工作，才能解决制造业的实际
问题，满足消费者的切实需求。而重视工
匠精神离不开对优秀“匠人”的悉心培育。
这需要首先打破当下人才发展不平衡的
格局，为动手能力强的高技能人才提供成
长的空间。

在政府大刀阔斧进行供给侧改革的
当下，对创新思想的执着与对“工匠精神”
的崇尚，无疑为破解中国制造面临的问题
开具了一剂良药。当二者的发展不仅相互
匹配，甚至互相促进时，才能提振国人对
中国制造的信心。中国制造也才真正具备
了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从“制造”
向“智造”迈进的基础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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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问：创业这一年打几分？

■本报记者 陆琦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摆在
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多次强调创新驱动。

作为我国工程科技界的最高荣誉性、咨询
性学术机构，中国工程院在新时期如何担当起
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使命？全国两会召开之际，

《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自古以来，科学技术就以一种不可逆转、
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科
学技术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
力。当前，世界范围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与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
汇。这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更是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机遇。我国经济发展
新常态实质上是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阶段。当
前我国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迭代更替的关键

时期，只有依靠科技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才能培育壮大新动能，推
动经济的新发展。李克强总理指出，只要闯过
这个关口，中国经济就一定能够浴火重生、再
创辉煌。

近年来，我国工程科技领域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高速铁路、
北斗导航等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
列，某些领域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
者”转变。

不过，周济指出，我国科技创新基础还
不牢，自主创新特别是原创力还不强，关键
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
上改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少，核心
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产业发展需要的高端
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等大
多依赖进口。

“这就使得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尚处于技

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的‘制造—加工—组装’
环节，在附加值较高的研发、设计、工程承
包、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缺乏竞争力。”周
济坦言。

周济将科技领域比作一个无形的竞技场：
“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
域，真正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也
是市场换不来的。如果这些技术不掌握在我们
自己手中，我们就会受制于人，丧失发展的主
动权。”

周济认为，最关键的是要把核心技术和关
键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坚持自主创新、
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密切跟
踪、科学研判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超前规划
布局，切实加大投入，抢占先机。充分发挥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瞄准突破口和主攻方
向，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不断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

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贡献力量
———访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

两会中，科技创新发展被提到前
所未有的高度。对于科研工作者来
说，这的确是一道福音。然而，现行的
科研管理方式却让很多人伤不起。对
于希望大展拳脚的科研人来说，头上
的“紧箍咒”似乎并没有松动的迹象。

行政化：让人越来越不能干

“尽管国家一再强调要发挥科技
人员的作用，但作为一线人员，我怎么
感觉头上的‘紧箍咒’好像越来越紧了
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王
超觉得，现在很多的制度规定不是让人
越来越敢干，而是越来越不能干。

比如，在大学和科研院所里，最迫
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去行政化”问题。

“现在所有的工作步骤都是按官员的方
式来管理，科级干部、处级干部、校级干
部，一级管一级，界别很清楚。”王超说。

这样的管理的确让科研人员苦不
堪言。一位政协委员分享了这样一个故
事：某大学的学院院长向校领导询问自
己可不可以不要处级官职，只保留学术
职务，可得到的答复却是，不要不行。

此外，行政权力也在干扰着学术
环境。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王光
谦指出，如果能去掉身份，不与行政级
别挂钩，那么很多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发论文：别老拿SCI 说事儿

“中国的学术期刊在国际上的处
境很严峻。”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
士袁亚湘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对于
科研工作者的评价，在乎的往往是文
章是否发在顶级杂志上，而不是关心
文章的内容和质量。

其结果是，很多科研工作者辛辛
苦苦作出的研究却得不到应有的评
价和认可。很多学校还会“善意地”给
出一份清单，比如在评职称时，文章
发在哪些杂志上才算数。

“不知道现在是怎么了，评价所
有科研人员最重要的就是 SCI，根本
不在乎解决了什么问题。”王超说。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报道，
某某科学家的论文发在美国某顶尖
杂志上了。这种导向是有问题的。”袁
亚湘呼吁，以后在报道一些优秀成果
时，不要把《自然》和《科学》杂志放在
特别突出的位置上进行强调，“我们
更该关注的是科研成果本身”。

袁亚湘回忆说，陈景润、华罗庚
等许多老一辈科学家的文章都是发
在国内的，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
在学术上的成就和影响力。

“如果放在现在的评价体系中就
很难了。”袁亚湘认为，未来中国的科研
评价体系中必须取消那些“戴帽子”和过度量化的东西。

谈退休：其实不想走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对于很多临近花甲之年
的科研人员来说，这是一份真实的心声。

“现在规定得很死，科研人员到 60 岁就必须退休，是
哪个月生日就哪个月退。”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
院士曹湘洪看来，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将对公务员的管理
办法拿到了国有企业中，尤其是央企里。

在曹湘洪眼中，60 岁并非意味着科研人员的事业走
到了终点。相反，他们更像是一坛陈年老酒，历久弥香。

“我们培养一个优秀的科技人员很不容易，60 岁的
人其实作用是更大的。尤其是在企业中搞工程技术的，随
着工作年限的增加、经验积累的增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很强，对企业帮助很大。”曹湘洪指出，到点退休政策是
对发挥科研人员作用的一种制约，更会对国有企业的技
术创新造成影响。

与此同时，退休后的老科技工作者也很郁闷，因为继
续发挥余热的路被堵住了。“规定指出，退休后 3 年内单
位不能返聘，自己也不能去外面应聘，只能在家呆着。很
多科研人员跟我说，我身体也挺好的，退下来之后干什么
去呢？”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曹湘洪总是很难回答。

“现在国家也在讨论延迟退休的问题。是不是可以给
科技人员先出个政策，对他们网开一面，不要把管理公务
员的办法用到科研人员身上。”曹湘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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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瑜）两会期间，全国人大
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在建议中指出，
近年来，德国工业 4.0 在我国影响很大，加上

《中国制造 2025》以及“智能制造”的推进，少
数地区和企业存在盲目跟风的苗头。

“比如，一些地方政府提出‘机器换人’，
这恐怕是不合适的。”李培根认为，在此种号
召下，企业很容易超出自身的发展阶段实施
智能化或自动化。同时，这个口号也容易导致
对人的作用的忽视。这种情况对于国家智能
制造的推进乃至工业化进程并无好处。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继续提到推进《中
国制造 2025》，在“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
中也提到了“实施智能制造工程”等。

“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李培根认为，未来
应把智能制造的供给侧作为实施重点。企业建
立智能制造系统，需要一些基础的软、硬件系
统。比如，高端数控系统、传感器等硬件以及智
能设计、工艺过程仿真等软件。这些也可以叫作
智能制造的“使能工具”。“在智能制造方面，我
国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最重要体现也在于此。”

“今后我国智能制造需求增长速度将逐

步加快，但智能制造使能工具的供给还不能很
好地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李培根指出，为此，
很多企业在实施智能制造时不得不采用国外的
软、硬件乃至解决方案。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好这
个问题，企业在建设数字化、智能化车间和工厂
时，将形成对国外产品和技术的强烈依赖。

为此，李培根建议，政府在推进智能制造
时，加强在智能制造“使能工具”方面的战略部
署和研发支持，从智能制造供给侧发力。具体到
实践中，可通过实施“制造业创新中心”工程以
及国家重点科技专项等给予更多支持。

李培根代表 推动“智能制造”切忌盲目跟风

本报讯（见习记者马卓敏）对于当前我国
太阳能光催化领域面临的最核心问题，全国
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研
究员李灿日前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如何提高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的效
率，并将整个转化的成本控制在最低水平，是
当前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然，二者是相关联的。”李灿认为，只
有解决上述问题，我国的太阳能光催化才能
参与到激烈的国际能源技术竞争中。“大力考
虑目前的环境成本，甚至比‘夺取’基于化石

资源的技术‘高地’更重要。”
开发高效太阳能转换光催化材料体系，

已成为国际材料领域从根本上解决能源和环
境污染问题所进行的重大科学探索。李灿表
示，我国未来亟须攻关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廉
价宽光谱光电材料合成、高效率光电分离策
略设计及高效光催化剂的发展等。

只有具备核心竞争力，我国的太阳能光催
化才能在国际上真正立足。当前，我国主要依赖
化石资源，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压
力巨大。李灿认为，太阳能光催化作为对清洁能

源的高效利用技术，其分解水制氢和二氧化碳
转化，有望对我国能源和环境带来颠覆性变革。

“只有大规模利用太阳能，才能从根本上
解决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李灿表示，我国
是国际上太阳能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发展
太阳能科学利用技术，对可持续发展有巨大
价值。同时，太阳能在我国拥有宽广的潜在应
用市场，一旦形成产业，必将引领国际。

李灿委员 太阳能光催化有望带来颠覆性变革

院士代表委员建言

3 月 13 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
议之前，工信部部长苗圩在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接受媒体
采访。 陆琦摄

3 月 13 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
之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在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接受
媒体采访。 陆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