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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新华社青岛 5 月 22 日电 （记者张旭

东）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了解到，

“科学”号海洋科考船日前完成雅浦－马里

亚纳海山科考任务返回青岛，我国科学家

在这个航次中首次获得雅浦海沟区连续天

然地震数据。

据 介 绍 ，这 个 航 次 历 时 41 天 ，航 程

8000 余海里，科考队员完成了雅浦海山区

32 个站位的热流测量和重力取样，成功回

收了 6 台海底地震仪，并完成 300 公里多道

地震和 7000 公里多波束和浅地层剖面等数

据采集。

其中，此次回收的海底地震仪已布放在

海底超过 14 个月，是我国首次获得雅浦海

沟区连续的天然地震数据，为研究这个海区

的岩石圈结构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船载设备初步分析结果显示，雅浦海

山区表层沉积物以黏土、硅藻泥、有孔虫砂

为主，索罗尔海槽南部沉积物较北部更厚，

可能反映了其特殊的构造样式；雅浦海山

区海底热流值变化剧烈，科学家有望揭示

这个区域的水热循环规律。

科考队员表示，这个航次获得了雅浦

海山区综合地质和地球物理资料，对研究

雅浦俯冲带和岛弧火山活动的地球动力学

过程及其对深部生命活动的影响具有重要

意义。

据了解，这个航次由中国科学院战略

性科技先导专项“热带西太平洋海洋系统

物质能量交换及其影响”下属重点任务“深

海系统探测与技术体系建设”支持，搭载了

来自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南海研究所和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等单位的科研和技术人员 65 人。

我首获雅浦海沟区连续天然地震数据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纲要》（简称《纲要》）是

一个历史性文件，指出了未

来 十 几 年 中 国 的 发 展 方

向。它宣示我国经济发展

的路径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即从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

驱动。”日前，十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

徐匡迪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专访时表示。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早已

提出，为何再度列入《纲要》予

以部署？这份文件将对中国

发展产生哪些深远影响？其

中又有哪些亮点？就此，徐匡

迪等参与《纲要》起草的专家

展开详细解读。

创新驱动发展
架构顶层设计
“这是一份对于创新驱

动发展做出顶层设计和整

体部署的统领性文件。”徐

匡迪说，“‘十三五’是我国

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此时

出台这样一个文件，表明党

中央既不回避问题，又有解

决问题的勇气和信心，不仅

战略是正确的，而且战术上

有决心。”

创新成为国家战略已刻

不容缓。改革开放 30年来，

我 国 经 济 高 速 发 展 ，人 均

GDP接近 8000美元，达到中

等偏上收入水平。“但是这个

发展速度主要是依靠土地、人

力、资源等生产要素来驱动，

现在看来，继续依靠这些维持

快速发展显然难以为继。”徐

匡迪说，同时，我国经济发展

中产业层次低、结构不合理等

矛盾也已日益凸显。

“所以，我们必须转变

发展方式，依靠创新来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徐匡迪坦

陈 ，这 是 一 件 非 常 难 的 事

情，但必须经历这个阵痛，

才能持续发展。

从国际经验看，二战后

只有少数经济体从低收入迈

向了高收入，成功实现了现

代化，而依靠科技创新形成

新的竞争优势、使劳动生产

率 持 续 提 高 ，是 其 不 二 法

门。徐匡迪以韩国和中国台湾为例说，台湾自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后产业转型做“晶圆代工”，目前，这已成为其支

柱产业，产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二。韩国则是自上世纪

70年代开始发展信息技术，自此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凡

是能够实现创新驱动的后进国家或者地区都上来了。”

放眼全球，创新从来都是国家之间竞争的关键筹

码。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

究部部长吕薇告诉记者，2009年金融危机后，一些发达

国家的创新和结构调整了步伐。如，美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1 年两度发布美国创新战略，加大对创新的投

入和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实施再制造业化战略等。

日本也于 2009 年提出“2020 增长战略”，指出 2020 年

R&D支出占 GDP的比例达 4％，拓展环境、能源、医疗、

科技和人才培养等领域，选择重点在信息通讯、节能环

保、生物工程、宇宙和海洋开发等产业技术突破。

正因此，党的十八大就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现在人们的创新意识是有了，但不可否认，创新作

为一个体系还未建立，创新的生态和环境还有待加强，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加强创新驱动发

展的顶层设计，这也正是《纲要》想要解决的问题。”徐

匡迪说。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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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

发言人 21 日证实，埃航 MS804

客机坠毁前曾自动探测到机舱

有烟。虽然仅从这一点并不能

判定客机失事的真正原因，但

无疑这是迄今有关埃航客机失

事原因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

机 舱 有 烟 到 底 意 味 着 什

么？

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

发言人表示，埃航 MS804 客机

上的飞机通信寻址和报告系统

（ACARS）在数据传输停止前发

出的信号显示，在机舱内厕所

和靠近驾驶舱的地方有烟，然

而系统并未提示是什么原因导

致有烟出现。

有 航 空 专 家 分 析 ，由 于 烟

雾是客机系统自动探测到，可

能是飞机客舱着火并引起足够

的烟雾，才能使得系统自动报

警。如果是靠近驾驶舱位置着

火，而机长来不及发出求救信

号，存在两种可能：电路短路或

外在爆炸装置造成通信中断，

目 前 仅 根 据 ACARS 发 出 的 信

号并不能判定是何种原因。

如果最终确定埃航客机失

事原因为外部爆炸装置，那恐

怖袭击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但

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组织宣

称制造了此次客机失事。

据熟悉巴黎机场内部的人

士向新华社记者透露，在埃航

MS804 航班客机出发的巴黎戴

高乐机场，警方和机场方面正

在进行全面调查，调出所有与

该 客 机 相 关 的 监 控 录 像 和 资

料，以确定飞机在戴高乐机场

停留期间是否出现异常情况。

但 同 时 此 人 士 指 出 ，如 果

客机失事是爆炸装置造成，调

查具体细节的难度相当大。这

架埃航客机在巴黎机场停留时

间仅一个多小时，此前曾在突

尼斯、埃及和非洲其他机场停

留，不能排除在到巴黎之前已

经被装上了爆炸装置。在去年

11 月巴黎恐怖袭击之后，法国

在机场加强防控，每个航班到

达、起飞和装运行李现场都有

至少两名保安进行监控，在这

么短的时间内安装爆炸装置难

度较大。

另 有 航 空 业 内 人 士 分 析 ，

飞机上的任何部位着火，系统

都可能发出多个警告信号，但如果是突然的爆炸，则

可能不会发出任何警告信号。该人士同时称，据目

前有限的信息，有关飞机失事的任何可能性都不能

排除。

法国外长艾罗 21 日在巴黎重申，关于客机坠毁的

原因，目前流传着各种信息，有些相互矛盾，目前法国

正在研究导致埃航客机坠毁的所有假设，但是不偏向

于任何一种假设。他说，搜寻客机是当前工作重点，

包括找到飞机黑匣子进行分析。

客机曾探测到机舱有烟这一消息最先是美国媒

体透露，随后法国参与调查的权威机构予以证实，但

埃及方面目前仍然没有确认，这让埃航客机失事的原

因仍然蒙上一层迷雾。可以预见，在没有找到客机黑

匣子之前，客机失事的原因还存在各种假设。

埃航由巴黎飞往开罗的 MS804 航班于开罗时间

19 日凌晨 2 时 45 分（北京时间 8 时 45 分）在地中海海

域从雷达上消失，机上共有 56 名乘客、3 名安全人员和

7 名机组人员。埃及、法国与希腊搜救人员随后前往

相关海域进行搜救。 （新华社巴黎5月21日电）

埃
航M

S
8
0
4

机
舱
有
烟
意
味
着
什
么

新
华
社
记
者

应

强

郑

斌

毋庸置疑，握紧的拳头力量远比松开的大。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把政产学研用等

各方面力量有机集成起来，着力构建协同高效的国

家创新体系，培育中国特色、充满生机、富有活力的

创新生态系统。

这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真正落实落地的基础条

件和关键支撑，是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迈向世界科

技创新强国的根本之策、长远之举。

多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企业创新

能力加快成长，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力量不断壮大，

知识创新、区域创新和创新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国家

创新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我国之所以能在短短

数十年内摆脱一穷二白的科技落后局面，崛起为具

有重要影响的科技大国，与科技条件的持续改善和

创新体系的不断改进密不可分。

同时也必须看到，我国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还不

高，创新活动中存在的孤岛化碎片化问题还没有从

根本上得到解决，创新要素流动不畅，科技创新和经

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仍有不少“关卡”。这些问题不

加快突破，必将迟滞我国创新发展的进程。

解决创新孤岛化碎片化问题、完善创新体系，需

要大幅提升创新各主体之间的协同水平。这本质是

一个创新治理问题。只有政产学研用等各类与创新

相关的主体各归其位、各尽其力，加强配合、互补协

作 ，创 新 的 力 量 和 效 益 才 能 最 大 限 度 地 被 释 放 出

来。特别是需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加快建

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创新的体制，提升科研院所、高

等学校原始创新和服务发展的能力，鼓励新型科研

机构和创新服务组织健康发展，促进产学研之间、区

域之间、军民之间等协同创新，降低创新成本、提升

创新效率。

解决创新孤岛化碎片化问题、完善创新体系，需

要大幅提升创新各环节之间的协同水平。科技创新

涉及环节多，不能“厚此薄彼”。特别是需要着力完

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到推广应用的“三级跳”，真

正体现科技创新的价值。这本质是科技经济相结合

的问题，必须从科技改革和经济改革两方面同步发

力，真正打通科技经济之间的渠道，把科技的源头活

水源源不断地引入经济发展的田间地头。

解决创新孤岛化碎片化问题、完善创新体系，需

要大幅提升创新“硬件”和“软件”之间的协同水平。

这本质是一个创新生态问题。科技创新既需要有力

的“硬件”支撑，也需要完善的“软件”配套。相对而

言，我国科技创新的“硬件”基础已得到长足发展，而

“软件”配套相对薄弱。我们需要在继续完善“硬件”

的同时，加大力度突破各种有形无形的“天花板”“玻

璃门”，为激发全社会创新智慧营造更好的“软件”环

境。

创新不能孤岛化碎片化
——一论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本报评论员

（一）装满创新动能的列车，总能穿越漫长幽暗
的隧道，把历史带入一片崭新的世界。

这是一个科技大爆炸的时代。今年 2 月，在爱因

斯坦提出引力波整整一百年后，人类终于倾听到 13

亿光年外的宇宙的心跳；不久之前，当“阿尔法围棋”

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世界冠军李世石时，人工智能

彻底走出了遥不可及的童话世界。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人类自出现在地球上起，

就开始了探索大自然、适应大自然和改造大自然的

征程。在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交互变迁的史诗里，

科学技术从朴素认知走向系统求证，并在理论和实

践的结合中指引着社会进步的方向。

重视科技的历史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

本观点。恩格斯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

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邓小平说：“科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习近平说：“科技兴则民族

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

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

位置。

当科技和产业相遇，思维的藩篱被打破，一个新

的时代随之来临。从铁路延伸到电力革命，从石油

世纪到汽车时代，从计算机问世到互联网普及，科学

的发现、技术的发明，引发一次次新的创新创业浪

潮，带来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巨变，国家力量也

由此发生兴衰演变。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纲要》。中国向世界郑重宣告，“创新成为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二）行棋当善弈，落子谋全局。全球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演进，创新从未像今天
一样深入人心、影响世界。

美国经济学家德隆的研究表明，自从人类诞生

以来，过去 250 万年间，“人类 97％的财富，是在过

去 250 年——也就是 0.01％的时间里创造的”。德

隆话音未落，工业 4.0、再工业化的呼声率先在欧美

响起——当网络与移动在一起、智能和制造在一起，

人类经济社会将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转型。

社会的进步，是一个上升的螺旋。在过去 10 年

的新一个螺旋里，强国们集体吹响了向创新进军的

冲锋号。从 2009 年到 2011 年，再到 2015 年，美国先

后在三版《美国国家创新战略》中，从国家发展战略

上重视创新，从国家发展路径上强化创新；2010 年，

欧盟通过《欧洲 2020 战略》，致力于成为最具国际竞

争力的国家联合体；2009 年，日本发布《数字日本创

新计划》，逐步进入科学技术立国与战略调整阶段。

此时的中国，是继续追赶，还是超越引领，成为一个

全球瞩目的时代命题。

10 年前，《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提出，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

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当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

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世界第四大经

济体。10 年后的今天，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创新和发展愈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刚刚公布的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进一步提出，把创新

驱动发展作为国家的优先战略。 （下转第三版）

创新驱动的“中国道路”
——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看中国发展的新动力系统

柯保平

5月22日，在西南印度洋执行大洋科考第40航次第四航段科考任务的“向阳红10”科考船上的科考队员，在工作区域顺利回收在海底工作了117天的重达450公斤的
深海沉积物微生物原位培养系统。该系统可布放到深海海水与沉积物界面开展微生物原位培养实验，实验完成后，可通过水声遥控，实现样品的无污染回收。

上图 科考队员在科考船后甲板回收深海沉积物微生物原位培养系统。左下图 科考队员在科考船后甲板布置声学甲板单元，回收声学探头。
右下图 科考队员利用声学甲板单元“联系”深海沉积物微生物原位培养系统。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