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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国资国企加快高质量发展

国家税务总局 2 月 12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 年，现行支持

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达 26293 亿

元，助力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分政策类型看，支持加大科技投入和成果转让的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等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 8069 亿元；支持破解“卡脖子”难题

和科技人才引进及培养的集成电路和工业母机企业增值税加计抵

减等政策减税降费 1328 亿元；支持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和新兴

产业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豫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等政策减税

4662 亿元；支持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政策减税 1140 亿元；支持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和留抵退税

等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 11094 亿元。

在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作用下，科技创新

能力不断增强。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2024 年，高技术产业销售收

入同比较全国总体增速快 9.6 个百分点，反映创新产业增长较快；

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7.1豫，较高技术服务业

增速快 14.3 个百分点，说明科研结果加快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同比增长 7.1豫，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

长 7.4豫，折射出数实融合有序推进。

在税惠等政策支持带动下，我国制造业稳步发展。增值税发票

数据显示，2024 年，制造业企业销售收入较全国总体增速快 2.2 个

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

入同比分别增长 6.2豫、8.3豫和 9豫。

温文 刘洋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

调，要推进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整合科研资源和力量，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优化创新生态，力争在一批重大科技专项

上取得新突破，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近年来，我国在

科研协同创新体系建设上取得了显著进展。自党中央、国务院 2016
年发布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以来，我国紧扣发展、深

化改革、强化激励、扩大开放，系列举措彰显了国家战略需求导向

下的系统性制度创新，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奠定了

坚实基础。

2020 年 2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推动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夯实数字经济底座。在

此基础上，2021 年 3 月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将创新提升至核心地

位，明确强化科技自立自强战略。这些政策从基础设施、制度保障、

资源投入等多个维度构建起创新型经济基础框架。

延续“十四五”规划战略部署，2021 年 11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2021~2023 年）》

和《关于支持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先行先试改革的若干措施》，对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攻坚进行新

部署，旨在构建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制度体系。在研发投入

方面，通过《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引导，

至 2023 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突破 3.3 万亿元，投入强度达

2.64%。在载体建设方面，77 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已有 32 个

建成运行，部分设施迈入全球第一方阵。

针对关键技术攻关，“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实施方案重

点突破智能制造和机器人、大数据等领域，工信部与财政部连续下

发了《关于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关于进

一步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不断完善优质企

业梯度培育体系。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

21.5 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0.3 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2 万家，培育超 9 万家创新主体。

在一系列政策的有力保障下，我国创新体系协同高效，增强创

新动力活力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

科技强国提供有力支撑。当前，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仍

面临诸多挑战，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还存在着合作机制不够

完善、科研成果转化率较低等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进一

步推动科研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就在这方

面作出了有益探索。通过整合区域内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资

源，大湾区构建了“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的全

链条创新生态，为区域协同创新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

企业作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主体，其创新能力的提升至

关重要。当前，我国部分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存在主体意识较差、研

发投入不足、创新能力薄弱等问题。因此，必须从政策支持、资源配

置和市场激励等方面入手，激发企业的创新内生动力。如某电池企

业通过“研发投入—技术突破—产业升级”的闭环创新模式，持续

巩固了全球市场份额，其独创的电池产品将体积利用率提升至

72%，同时还通过垂直整合供应链和创新“巧克力换电块”模式，带

动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创新，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

业集群。类似企业的创新实践表明，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

“投入—产出—转化”的良性循环机制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深度融合的关键所在。

此外，优化创新生态也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的重要保障。一个良好的创新生态能够吸引和集聚创新资源，激发

全社会的创新活力。中关村通过设立科技创新基金、建设科技孵化

器、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等措施，构建了良好的创新生态，吸引

了大量高科技企业和创新人才集聚。深圳则通过发展科技金融，为

科技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这些成功经验表明，优化创新

生态需要从制度建设、政策支持和环境营造等方面综合施策。

展望未来，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仍须加强顶

层设计、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政府应制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

融合的专项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领域，如加大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力度、设立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等，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提供有力保障。此外，还应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鼓励高校、

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推动科研

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应加大力度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法治

环境。

细细的钢针在不到 5 毫米见方的空间上来回

移动，动作娴熟灵活，工作台上摆放着火车头和南

湖游船模型……据了解，这些模型是用钢板焊接而

成，做工精致、焊缝齐整，仔细观察，没有任何硬生

生的感觉，模型线条流畅柔和……

2 月 18 日，《科学导报》记者走进中车太原机车

车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原机车”）“齐晓刚职工

创新工作室”，满墙的荣誉———“三晋工匠”年度人

物、“时代新人晋阳工匠”“高铁工匠”等映入眼帘。

这些荣誉诠释了齐晓刚深耕焊接领域 33 年的勤勉

与执着。

“工匠”的锻造并非一朝一夕，齐晓刚不仅利用

业余时间钻研焊接理论，还精进了焊条电弧焊、气

体保护焊等核心技术，凭借扎实的功底，多次在技

能竞赛中斩获佳绩。齐晓刚告诉记者，长期实践让

他精准地掌握了行业前沿工艺，为后续的创新突破

奠定了基础。

有一次，齐晓刚接到大批量检修 SS7E 型电力机

车奥氏体 Mn13 锻造件与 16Mn 低合金钢磨耗板的

焊接任务时，他发现焊接合格率不足 50%。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他与工艺技术人员起早贪黑地研究交流

了一个多月，深入分析焊接问题。先是采用常规焊接

参数，但焊缝熔深不足，导致两种材料结合不牢固。

随后，逐渐增大焊接电流，适当降低焊接电压，焊缝

获得了足够的熔深，但在增大电流的过程中，齐晓刚

发现锻件又出现了焊缝过热、晶粒粗大等问题，几经

试验和思考，他决定通过增加焊接速度来控制焊接

热输入，使焊缝既能保证良好的熔合，又能避免过热

缺陷，最终将此项焊接任务合格率提高到了 100%。

此项成果每年为太原机车节约生产成本近 30 万元。

一直以来，“活到老学到老”是齐晓刚的人生态

度，他的工作台上存放着厚厚的一摞笔记本，里面

记录了他工作时破解难题的思路和方法。齐晓刚告

诉记者，工作多年来，他始终将学习作为第一要务，

坚持用创新理论指导实践，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对待

本职工作。

为了有更好的发展平台，2013 年太原机车决定

将齐晓刚从转向架车间调入工艺工程部，从一名实操

工人转变为技术负责人。“身份转换是太原机车领导

对我工作的认可，也对我的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我

需要有更加深厚的理论做支撑，需要更加精益求精。”

齐晓刚说。自此以后，齐晓刚便暗自加强技术理论学

习，考取了国际焊接技师证，在国内公开刊物以第一

作者身份发表 6 篇技术论文。此外，齐晓刚还创新了

5 项先进操作法：“气体保护焊单面焊双面成形技术”

“MAG 焊接 4T 操作法”“焊接接头操作法”“SMAW 仰

焊单面焊双面成形操作法”“手工钨极氩弧焊可调速

手持式自动送丝装置”，各项操作法在太原机车进行

了推广应用，产品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

近年来，齐晓刚多次参与新产品、新材料的焊接试

验、新产品试制及量产工作，补齐了太原机车在合金钢

及薄板焊接技术领域的工艺短板，并创造了 500 余万

元的产值。2024 年，齐晓刚投身于 C70 车不锈钢

T4003 与高强耐候钢复合材料的焊接应用中，他先是

深入剖析材料特性，精准掌握热膨胀系数等参数，鉴于

两者热物理性能、化学成分差异大，容易导致焊接缺陷

等问题，他反复尝试不同焊接工艺，无数次调整弧焊电

流、电压，优化焊接参数，成功摸索出了适配工艺，有效

解决了焊缝裂纹、气孔问题，大幅提升焊接质量，为

C70 车采用该复合材料实现批量生产筑牢根基。

不仅如此，2017 年太原机车还以齐晓刚为带头

人创建了“焊工金蓝领创新工作室”，通过传、帮、带，

培养出了祁春生、吕士伟等众多技术型人才。如今，祁

春生已成长为太原机车技能专家。截至目前，工作室

成员已多达 20 余人，每年培训技术人员数百人次，一

批批高级技师和生产骨干脱颖而出。

对于未来，齐晓刚表示，他将继续抱着一颗对焊

接事业无比热爱的初心，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破

解太原机车所遇到的“卡脖子”问题，在焊花飞舞中熔

炼“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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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扎实推进，科技创新持续

加力，产业发展向新求质……国务院国
资委 2 月 18 日~19 日在京举行地方国

资委负责人会议，传递出我国地方国资

国企加快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信号。

促改革：提升企业活力效率

面对重重考验，2024 年我国地方
国资委监管企业实现增加值 7.7 万亿

元，实现利润总额 1.7 万亿元，在助力稳

定宏观经济大盘方面彰显了新担当。

国有企业稳健运行的背后，离不

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

“2024 年各地高位推进国有企业
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加大重点改革任

务落实力度，截至 2024 年底主体任务

平均完成率已超过 70%。”国务院国资

委主任张玉卓在此次会议上说。

据了解，截至去年底，95.5%的地

方设党委的国有企业动态优化了党委
前置研究事项清单，95%的地方一级企

业建立了外部董事考核评价制度。

吉林建立对标考核和目标倒逼机

制，对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企业领导
干部“第一年预警，第二年降薪，第三

年调整”。

在辽宁，重在推动“管理人员能上

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

的“三能”机制建设攻坚行动、经理层成

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提质等 9 场攻

坚战已经打响，将竞争机制融入国企生

产经营全过程。

今年是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

动收官之年，国企改革如何走深走实？

此次会议“圈定”一系列重点工

作———要加快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

使命评价制度，要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

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要加快提升国

有企业管理能力。

强创新：激发企业创新动能

2024 年，地方国资国企科技创新

持续加力，打出一套健全多元投入机

制、强化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营造良好

创新生态的“组合拳”———

数据显示，2024 年，地方监管企业

研发经费投入超过 6300 亿元，同比增

长 6.6%。

2024 年，地方监管企业积极参与

央企创新联合体建设，在信息技术、人

工智能、绿色低碳等方面联合攻克了一

批关键技术。

聚焦优化创新环境，山东实施首席

科学家制度试点，赋予科研人员充分的

科研自主权和决策权；安徽明确投资科

创企业适用容错的 3 项基本条件和 11

项适用情形、认定流程，让国企创新没

有后顾之忧。

科技自立自强是企业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必由之路，2025 年相关工作如

何“更上层楼”？

“各地国资委要进一步加大科技创
新工作力度，着力打造靠创新进、靠创

新强、靠创新胜的现代新国企。”张玉卓

表示。

他说，下一步，聚焦健全推进国有

企业创新的有效机制，国资监管机构要
立足于出资人职责定位，建立健全差异

化、长周期的科技创新考核评价体系、

工作推动体系、政策支持体系。

在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创新方面，

张玉卓表示，要健全产学研成果对接和
产业化机制，加快建设一批重大中试项
目，探索建立场景应用创新促进中心，

帮助真正符合产业发展趋势的新技术
脱颖而出。

优布局：增强主业实业核心

竞争力

2024 年，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优化

调整动作不断、亮点纷呈，成为国企改

革发展的“重头戏”。

一方面，新兴产业布局脚步加

快———

2024 年，地方监管企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投资占比为 21.8%，营收占比为
16.9%。

会议信息显示，江苏推动首批 14
只总规模 506 亿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基
金组建落地；广东聚焦低空经济、海洋投
资等领域，先后组建 35 家功能型平台公
司；辽宁聚焦航空航天打造产业集群。

与此同时，传统产业转型焕发新
机———广西实施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三年行动，凝聚转型升级

合力；上海推出“人工智能+”垂类模型
落地应用大礼包，建设数字化转型创新
基地，向全社会发布 308 个数字化转型
应用场景……

此外，多家地方国企积极与中央企
业开展专业化整合；多个地方围绕轨道
交通、工业母机等领域，与中央企业联
合举办“共链行动”，共同带动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融通发展。

推进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推动

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优化生产力空间布
局……聚焦深入推进布局优化结构调
整，此次会议作出一系列部署。

张玉卓表示，各地国资委要以编制
“十五五”规划为契机，立足自身基础和
优势，结合区域产业布局，大力优化产

业结构，提升布局结构的时代感，增强

主业实业核心竞争力。

王希 丁怡全

K 视点快评
shidian kuaiping

K 工匠精神
gongjiang jingshen

齐晓刚：焊“花”淬匠心

K 创新发展
chuangxin fazhan

超 2.6 万亿元！2024 年我国有力支持

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

深化改革创新 优化布局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