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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采访的时候，我们还说希望国

家能出台相关政策，不到两个月好消息就

来了，这真正是‘恰逢其时’。”8月 23日，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上海交通大

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员、宁夏大学

材料与新能源学院院长夏明许喜不自

胜。（编者注：此前本报“深瞳”栏目曾刊发

整版报道《光伏组件“退役”后，何去何

从》，呼吁顶层制度设计能为风电、光伏产

业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补上最后一环。）

8月 17日，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

促进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循环利用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正式公布。

这是我国首份系统部署退役风电、

光伏设备循环利用工作的政策文件。新

政“千呼万唤始出来”，激起业界千层浪。

“规定非常细”

“规定非常细。”这是夏明许对《指导

意见》的第一印象。

他以不同类型的电站退役设备处理

举例介绍：“尤其是对分布式或集中式电

站，建在荒漠、戈壁或野外的电站等，都

指明了不同的处理方向，也对技术作出

了明确要求。”

《指导意见》要求，督促指导集中式

风电和光伏发电企业依法承担退役新能

源设备（含零部件）处理责任，不得擅自

以填埋、丢弃等方式非法处置退役设备，

不得向生活垃圾收集设施中投放工业固

体废弃物。

“处理者责任是我们一直非常关注

的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这里作

了明确的规定，就是要求电站来承担。”

夏明许指出。

围绕大力推进绿色设计、建立健全退

役设备处理责任机制、完善设备回收体系、

强化资源再生利用能力、稳妥推进设备再

制造以及规范固体废弃物无害化处置等，

《指导意见》部署了六方面重点任务。诸如

夏明许所指出的亮点，不一而足。

“直指业界核心关切，提出了切实可

行、具备操作性的政策措施，给予了行业

更大信心，将助推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

展。”在国网甘肃电力科学研究院新能源

所所长沈渭程看来，《指导意见》对推进

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循环利用意义重大，

是促进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能

源供给安全、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建设

美丽中国的重要支撑。

勇当“弄潮儿”

“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科研人员

早已勇当“弄潮儿”。

不久前，中国物资再生协会纤维复

合材料再生分会与中国环保机械行业协

会专家一行专程来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

右旗中科凌胜科技有限公司，就风电场

运维、风电退役设备回收再利用项目和

废旧叶片分割及切割进行调研。

这是内蒙古最早出现的风电退役设

备循环再利用项目之一。

依托水刀切割技术，该企业成立了

绿色拆解风电叶片的超高压水机器人工

作站，技术团队现场对废旧叶片进行了

切割演示。

当前，我国开展退役风电机组循环

利用和废弃部件的合理处置刻不容缓，

复合材料风机叶片的回收成为关键。

在风能资源丰富的内蒙古，这一问

题非常突出。据统计，仅锡林郭勒盟就

有 36处风电场，叶片总重量约为 3万—4

万吨，大多在 2032年前到达退役年限。

“自从‘科技兴蒙’行动启动实施以

来，我校内蒙古研究院科研团队很早就

意识到，如果技术运用得当，项目实施精

准，风机叶片裂解可实现规模化回收，将

产生可观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上海

交通大学教授李华介绍。

上海交通大学内蒙古研究院相关项

目主管肖志鹏透露，今年该院将针对内

蒙古产业特点和技术需求，推动上海交

通大学风机叶片绿色回收与高值再利用

关键技术在锡林郭勒盟落地转化，预计

12 月底完成年处理 2000 吨风机叶片示

范生产线。

更多人“破冰”

放眼全国，越来越多的相关科研工

作者正摩拳擦掌，试图破题。

在风光能源大省甘肃，国网甘肃电

力科学研究院作为科技研究和技术支撑

单位，致力于做可靠、可信、可敬、可期的

“电力全科医生”。“我们将结合《指导意

见》的精神实质，重点探索四方面工作。”

沈渭程说。

首先，有序开展风电、光伏设备寿命

评估、关键部件延续和梯次利用技术路

线研究，降低新能源场站设备维护、更新

成本，提升新能源组件运行寿命。

其次，统筹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环保效益，开展退役风电、光伏设备

拆除技术路线，关键设备、后物料的规模

化应用等短板技术攻关，助力核心技术

实现国产化。

另外，打造低碳拆除技术产学研融

合创新平台，建立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示

范工程项目；探索将退役风电、光伏设备

回收利用和固体废物处置的碳排放纳入

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核算。

最后，打破藩篱，让科研人员心无旁

骛搞研究，科技管理部门责无旁贷。

“《指导意见》要求利用中央预算内

投资支持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循环利用

项目，强化资金和政策支持。”宁夏科技

厅资源配置与监督处副处长成蕾表示，

“我们将继续发挥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

展资金项目的引导带动作用，依托东西

部科技合作机制，组织区内外优秀科研

团队积极破冰。”

“从政策出台的角度看，它涵盖了整

个产业链，但也有进一步优化的地方。”

夏明许直言不讳。他建议在后续政策中

重点关注两个方面：一个是回收企业的

技术门槛；另一个是经营门槛，跟技术门

槛一样，对企业规模和处理能力应有所

规范。

退 役 风 光 设 备 迎“ 风 光 ”
——专家解读首个“系统部署退役光伏设备循环利用”新政

◎本报记者 王迎霞 张景阳
颉满斌

8 月 22 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最新数据，2022 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

指数（以 2014 年为 100.0）为 766.8，比上

年增长 28.4%。各项分类指数与上年相

比均有提升。其中，网络经济指数增长

最快，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最大。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闾

海琪表示，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

式为主要内容的新动能持续集聚成长，

经济活力不断释放，创新驱动深入推进，

网络经济发展保持活跃，转型升级扎实

有效，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力量。

网络经济带动作用凸显

2022 年 ，我 国 网 络 经 济 指 数 为

2739.0，比上年增长 39.6%，对总指数增

长的贡献率为 91.6%。

闾海琪说，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

设快速推进，网络基础设施优化升级，

5G 网络、千兆光网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取得新进展，数据中心、云计算、大

数据等新兴业务快速发展，物联网用户

规模继续扩大，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

合持续深化，不断强化数字经济新优势。

截至 2022 年底，移动互联网用户

数、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分别达

14.6 亿 户 、5.9 亿 户 ，分 别 比 上 年 增 长

3.0%、10.1%。

不仅如此，数字化转型应用深入推

进，新业态新模式助力线上线下消费有

机融合，以直播电商为代表的新业态电

商快速发展，拓展消费新渠道；生产领域

电商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大宗商品类平

台通过优化供需匹配，助力企业扩展销

售渠道，提升交易效率。2022年，我国电

子商务市场规模再创新高，全国电子商

务平台交易额 43.8 万亿元，全国网上零

售额 13.8万亿元。

科技创新引领新动能成长

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我国创新驱

动指数为 336.3，比上年增长 15.5%，对总

指数增长的贡献率为 5.3%。

闾海琪分析，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建设国家实验室

体系，推进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布局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家

制造业创新中心，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力度，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突出企

业创新主体地位，助推经济发展新动能

不断成长。

从主要构成指标看，2022年，全国研

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达 3.1 万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4%，基础研究经费

占研发支出比重稳定提升，企业研发经

费持续增长。科技创新成果及应用不断

加强，每万名 R&D 人员专利授权量达

4453.7 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

有量达 9.4 件；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额达

47791亿元，比上年增长 28.2%。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据测

算，2022年，我国知识能力指数为 193.4，

比 上 年 增 长 5.9% 。 每 万 名 就 业 人 员

R&D 人员全时当量为 635.4 人年，比上

年增长 11.2%；高学历、高技能人口比例

连续多年保持增长趋势，经济活动人口

中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为 1.33%，比

上年提高 0.04个百分点。

新动能成长空间拓展

近年来，我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重

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发展工程扎实推进，智能制造、绿

色制造深入实施，重点行业转型升级加快

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化服务业融合发

展试点深入推进，制造服务业专业化服务

能力加快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有效

增强，新动能成长新空间不断拓展。

据测算，2022年，我国转型升级指数为

162.8，比上年增长1.2%。规模以上高技术制

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4%，比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速快3.8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的比重达15.5%；天然气、水电、核

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

比为25.9%，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

各地区各部门落实落细优化营商环

境、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等条例，深入开

展互联网+政务服务，修订发布新版鼓

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据测算，2022

年，我国经济活力指数为 402.6，比上年

增长 3.5%，经济发展活力不断增强。

2022年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较上年增长 28.4%

中国经济新动能持续集聚成长
◎本报记者 刘 垠

8月 23日至 26日，以“融合创
新 面向未来”为主题的第三十届
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在北京
举行。展览内容涵盖未来电视、
5G、超高清、人工智能、媒体融合等
多个领域，并组织了元宇宙、云计
算、大数据、虚拟制作等多个专业
学术会议及技术论坛。

图为观众体验视听新技术。
本报记者 洪星摄

融合创新

面向未来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23日电 （记者

马爱平 通讯员马昕怡）水稻是重要的粮

食作物，其基因组组装对水稻育种意义

重大。23 日，记者从中国农业科学院深

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获悉，该所联合崖

州湾实验室、中国水稻研究所、中国农科

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和扬州大学等多个单

位发布完整的水稻参考基因组，实现了

全基因组所有染色体端粒到端粒无缺口

组装，为水稻育种研究提供了新的有力

工具和重要大数据基础。相关研究成果

日 前 发 表 在《分 子 植 物》（Molecular

Plant）上。

2005 年，水稻品种“日本晴”基因组

草图发布，水稻研究正式跨入基因组学

时代。

此后，“日本晴”参考基因组在 2013

年进一步更新，大幅改善了基因组组装

结果和基因注释，成为水稻的标准参考

基因组，一直沿用至今。然而，由于当时

测序和组装技术限制，该基因组对复杂

结构区域的组装存在占全长 3%左右的

缺口，这些缺口阻碍了水稻育种的研究

进程。

论文通讯作者、中国农业科学院深

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商连光介

绍，为此，研究团队以水稻“日本晴”为

材料，综合利用新一代测序技术，完成

了“日本晴”参考基因组的完整组装，其

大小为 385.7 百万碱基对，每条染色体

的端粒到端粒均由一条完整连续的序

列组成，碱基精确度超过 99.9999%，最

新的组装新增了 12.5 百万碱基对的基

因组序列，主要解锁了水稻基因组中结

构最为复杂的核糖体 DNA 序列、着丝

粒区域、复杂转座子序列和端粒区域

等，修正了多个由于缺口导致的基因结

构错误，新增了 1324 个蛋白编码基因

注释，该研究为水稻育种研究奠定了重

要理论基础。

我国科研团队发布水稻完整参考基因组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政协第

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 23日下午举行全体会议，13位

常委围绕“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大会发

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

主席王沪宁出席。

王志刚和黄卫常委在联合发言

中建议，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从

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夯实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根基。黄润秋

常委提出，坚持问题导向和应用导

向，加强生态环境科技支撑，推动美

丽中国建设。李卫常委代表无党派

人士界发言建议，营造良好政策生

态，激发企业科技创新内生动力，发

挥科技领军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引

领支撑作用。邓蓉玲常委代表农工

党中央发言建议，大力推动生物医药

科技创新，加强新靶点、新机制、新类

型的创新药研发布局，营造科技创新

良好生态。赖明常委建议，加强工业

软件基础研究和底层技术研发，整合

攻关力量，优化发展规划，推动工业软

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王路常委建议，

改革科研管理机制，健全评价机制，完

善分配激励机制，助推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胡刚常委提出，加强高水平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构筑人才集聚高

地，融入全球创新体系。谢茹常委代

表全国工商联发言建议，积极鼓励、有

效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创新，

承担科技创新重任。陈星莺常委代表

民革中央发言建议，引导企业加大基

础研究的投入规模，为企业开展基础

研究提供政策支撑和资源保障。刘艳

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提出，加强国

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产业

支撑力，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洪慧民

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强化企

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畅通产学研人

才流动机制，提升创新平台对企业辐

射和开放力度。卢国懿常委代表致公

党中央发言建议，将人工智能与高质

量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相结合，

推进工业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徐延

豪常委建议，提升科普组织动员能力，

加强科普信息化建设，发挥传播科学

知识、弘扬科学精神的功能。

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辉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

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

跃跃、王勇、周强、何厚铧、巴特尔、高云龙、陈武、穆虹、咸辉、王东峰、蒋作

君、何报翔、王光谦、秦博勇、朱永新、杨震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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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二版）
在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查尔斯·奥努纳伊朱看来，金砖国家的

共同特点是经济体量大、增长潜力大，

金砖合作机制的特点则是重视协商

合作。他说：“凭借丰富的资源、多样

化的产业结构以及在全球供应链中

的地位，金砖合作机制对新兴市场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务实合作与共同

繁荣产生广泛积极影响，并推动国际

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对于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谈到

“20 多 个 国 家 正 在 叩 响 金 砖 的 大

门”，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

教授斯瓦兰·辛格表示，金砖合作机

制是面向未来的发展机制，努力为

更多新兴市场国家提供更广阔的发

展空间。许多国家对加入其中抱有

巨大热情，也印证了金砖合作机制

的吸引力和潜力。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成员雅

罗斯拉夫·利索沃利克认为，习近平

主席强调的拓展“金砖+”模式和金砖

合作机制“扩容”将令发展中国家在世

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中的影响力

大大增强。“眼下，当某些国家出现逆

全球化趋势、保护主义抬头和供应链

运作失灵等问题时，金砖国家通过推

动‘全球南方’国家间自由贸易和深化

经济合作，可以有效推动经济全球化，

进而为世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展望金砖国家未来发展，肯尼

亚非洲政策研究所中非中心执行主

任丹尼斯·穆内内说，期待金砖国家

继续加强在政治安全、经贸、数字科

技、绿色发展、人文教育等领域的合

作协调，“随着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做

大做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等问题

将会更有效解决，‘全球南方’将进

一步实现稳定、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为
“全球南方”提供借鉴

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强调，中国

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中

国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

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中国始终是发展中国家、‘全

球南方’的一员。”阿根廷拉普拉塔

国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塞巴

斯蒂安·舒尔茨说，中国一直致力于

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代表性和发言权。新兴市场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通过金砖合作机制这一

平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更大作

用，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这具

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中国人

民正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

新形态，展现出现代化的新图景。

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中国

经济大船将乘风破浪持续前行。中

国将始终是世界发展的重要机遇。

“蕴含中国式现代化理念的许

多政策措施，譬如坚持和平发展、促

进共同富裕、加强文化建设、推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我认为都可供包

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认

真借鉴，这将有助于推动各国可持续

发展。”巴西经济学家罗尼·林斯说。

法国巴黎法中友好协会副主席

利亚齐德·本哈米说，世界见证了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日新月异的发

展，拥有巨大市场的中国依然是世界

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此外，中国在

对外经贸合作中始终秉持互利共赢

理念，加大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的投资，为这些国家提高经济稳

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助力。

孟加拉国-中国商业工业协会秘

书长马蒙·姆里达以孟加拉国和中国

在基础设施、信息通讯等领域的发展

合作为例，指出中国一贯支持和帮助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向许多

国家提供援助，帮助其建设和发展，并

且在此过程中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符合各国

共同利益和各国人民的期待。”

埃及经济学家瓦利德·贾巴拉

说，中国致力于促进合作共赢，在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中不断推进相关

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世界经济

的稳定和平衡作出了贡献”。

乌兹别克斯坦政治分析人士库

尔班诺夫从习近平主席的致辞中读

出了中国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的决

心。他说，中国全面建设现代化国

家，推进改革开放，为发展中国家树

立了典范。中国凭借其经济体量、

经济增速以及在科技等多领域的发

展，将为全球经济和各国经济复苏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执
笔记者：商婧 汤洁峰 何梦舒）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