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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发展

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18日对外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

鼓励企业研发创新，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工业母机产业高

质量发展，我国将提高集成电路和工业母机企业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比例。

根据公告，集成电路企业和工业母机企业开展研发活

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

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在2023年 1月 1日至

2027年12月31日期间，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120％在税

前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在上述期间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220％在税前摊销。

公告指出，上述所称集成电路企业是指国家鼓励的集

成电路生产、设计、装备、材料、封装、测试企业。工业母机

企业是指生产销售符合《先进工业母机产品基本标准》产品

的企业，具体适用条件和企业清单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制定。

我国提高集成电路和工业母机
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魏玉坤 张树志）国家统计局

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

D）经费投入总量突破3万亿元，达到30782.9亿元，迈上新

台阶；比上年增长10.1％，延续较快增长势头。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统计师张启龙表示，按不变价计

算，2022年，我国R＆D经费比上年增长7.7％，高于“十四

五”发展规划“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的

目标。我国R＆D经费从1万亿元提高到2万亿元用时8

年，从2万亿元提高到3万亿元仅用时4年，充分体现了近

年来我国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成效。

从投入强度看，2022年我国R＆D经费投入强度（R＆

D经费与GDP之比）为2.54％，比上年提高0.11个百分点，

提升幅度为近10年来第二高。R＆D经费投入强度水平在

世界上位列第13位。

统计数据显示，企业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重点领域投

入持续扩大。2022年，企业对R＆D经费增长的贡献达到

84％，比上年提升4.6个百分点，是拉动R＆D经费增长的

主要力量；占全国R＆D经费的比重为77.6％，比上年提高

0.7个百分点。

基础研究投入取得新突破，占比延续上升势头。2022

年，基础研究经费增速比R＆D经费快1.3个百分点，继续

保持较快增长；总量首次突破2000亿元，规模位列世界第

二位；占R＆D经费比重达到6.57％，延续上升势头。

张启龙表示，总的来看，2022年我国R＆D经费总量和基

础研究投入双双迈上新台阶。下阶段，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

R＆D经费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大财政经费支持力度，拓展研

发支出税费减免等其他方面政策成效，完善直接融资、引导

基金等金融支持体系，鼓励地方持续加大R＆D投入。另一

方面，要聚焦对关键技术和重点领域的精准支持，持续加大

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投入，着力提高资金利用效能。

2022年我国研发经费
投入突破3万亿元

繁荣快车行大道 同心携手向未来
——中欧班列十年回眸

□新华社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黑龙江主持召

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

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

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

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

展新动能。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科技

创新引领，实现人才强、科技强进而促进

产业强、经济强，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辟广阔空间。

以科技创新为主导
为生产力增添科技内涵
中国空间站遨游太空、蛟龙潜水器

探秘深海、“中国天眼”FAST巡天观测、

国产大飞机C919飞向蓝天……

科技创新，如同撬动新事物的杠杆，

总能迸发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强大力量。

纵观人类发展史，科技创新始终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是

社会生产力提升的关键因素。新质生产

力是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生

产力，是以高新技术应用为主要特征、以

新产业新业态为主要支撑、正在创造新

的社会生产时代的生产力。

踏上新征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科技创新做

好动力引擎、当好开路先锋，加快形成更

多新质生产力，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注入强大动力。

从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

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到牢牢扭住

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发挥科技创新

的“增量器”作用，从推动经济发展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到深入推进

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发展领域、发展质

量变革，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加

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为科技创新引领

产业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

未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增强

创新这个第一动力。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进一步增添了

生产力的科技内涵，也让创新这个第一

动力的指征更加具体。”中国科学技术发

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郭戎认为，新质生

产力有别于传统生产力，涉及领域新、技

术含量高，依靠创新驱动是其中关键，代

表着一种生产力的跃迁。

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2012

年的499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2023.5亿

元，有力支撑了铁基超导、量子信息、干细

胞、合成生物学等领域的重大成果产出。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秘书长余有成

表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意味着党中央

将以更大决心推动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

全面振兴，以产业升级构筑新竞争优势、

赢得发展主动权。

以科技成果转化为抓手
让更多科技创新迸发涌流
如果说“从0到1”代表着科技创新

的原始突破，那成果转化进入市场就是

“从1到无穷”的路径演进。提高科技成

果转化水平，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对

接的“关口”，也是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

关键。

“科创＋产业”加速融合，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迈进，着力推动我国产业跃升……

这是科技成果转化从“书架”到“货

架”的加速度——

短短一年时间，西安砺芯慧感科技

有限公司1200多平方米的毛坯房就变

成了洁净车间。这家脱胎于西北工业大

学的企业主要从事传感器研发制造，在

秦创原平台的帮扶支持下一个月内就走

完审批、选址、专利评估等流程，大大降

低了初创企业的组建难度。

作为科技创新孵化器，陕西秦创原

平台经过两年多建设，正加速释放科创

潜能，其构建的“产业创新＋企业创新”

平台体系已建成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1家、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19家，为科技

成果转化蹚出一条新路。

这是“放手”发展当下、“放眼”蓄势

未来的积极谋划——

安徽合肥，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

大众汽车（安徽）有限公司生产基地，数

百个机器人有条不紊地运转，庞大的工

厂车间只需要不超过百名工人，将于今

年底实现首台车型量产。

近年来，安徽不懈推动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今年更是将汽车产业提升为“首位产

业”。今年上半年，安徽新能源汽车产量

34.2万辆，同比增长87.8％。

“产业体系的质量，奠定了经济发展

的质量。”合肥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吕长

富表示，战略产业、未来产业是“用明天

的科技锻造后天的产业”，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刻演变，只有用

硬科技赋能现代产业体系，才能为未来

发展蓄力。

这是在更多前沿领域的“换道

超车”——

在刚刚闭幕的2023年中国国际服

务贸易交易会上，一台名为“术锐”的手

术机器人剥蛋壳的演示吸引众人驻足观

看。剥完后，薄如蝉翼的蛋膜完好无

损。这台手术机器人由北京术锐机器人

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在全球拥有近600

项知识产权及申请，多项技术达国际先

进水平。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并存，要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必须

向科技创新要方法、要答案，以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提供“筋骨”支撑。要加强基

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以“非对称”策略在

前沿领域加快“换道超车”。要紧紧围绕

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

产品，布局“补短板”和“锻长板”并重的

创新链，全面提升创新链整体效能。

以培育新产业为支撑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无论是当前提振信心、推动经济回

升向好，还是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

赢得战略主动，都必须加快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以科技体制改革为突破，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开辟新赛

道、增强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加快形成

新质生产力。

——开辟新赛道。江苏重点布局变

革性新材料、类脑智能等前沿方向；围绕

工业母机、生物医药等产业链短板实施

59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揭榜挂

帅”机制，发布重大任务榜单28个，吸引

63个高水平团队参与攻关。

——增强新动能。上半年，全球首

座十万吨级1500米超深水半潜式生产

储油平台“深海一号”具备远程遥控生产

能力；我国首座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

油观澜号”在海南文昌海域正式投产；我

国自研海底地震勘探采集装备“海脉”实

现产业化制造……

——塑造新优势。在湖北武汉东湖

高新区的“中国光谷”，多家光电子信息

产业领军企业拔节生长，一系列创新成

果接连涌现……目前，区内光电子信息

产业规模已突破5000亿元，光电子信

息、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生命健康、

高端装备和北斗产业等五大优势产业正

带动湖北制造业迈上新台阶。

纵观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

擎，无一不是由新技术带来的新产业，进

而形成的新质生产力。

展望未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今

年全国两会上指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

中，我们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

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根本上说，还是要

依靠科技创新。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发展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系列述评之一

□新华社记者 戴小河 胡喆 吴慧珺

长安号中欧班列在西安新筑车站内装卸集装箱长安号中欧班列在西安新筑车站内装卸集装箱（（20192019年年88月月1515日摄日摄）。）。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邵瑞邵瑞 摄摄

9 月 17 日，在美国纽约，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右）与美国电动车制造企业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

马斯克会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7日与美国电动

车制造企业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会面，邀请

后者在土耳其建厂。特斯拉现阶段在全球多个国家

设有工厂。 新华社/路透

西安国际港站。声声汽笛，不时划

破天空的宁静。平均每1小时40分，一

列中欧班列长安号便从这里驶出。

10年间，驰骋欧亚大陆的这条钢铁

巨龙，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这是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的

繁荣列车：中欧班列长安号年开行量从

46列到超过4600列，从单一线路到国际

干线达到17条。从青岛到霍尔果斯，从

阿拉山口岸到西南的磨憨，到处都是繁

忙的景象。

这是搭建了沿线经贸合作新平台的

希望列车：以稳定、高效的物流服务支撑

起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大动脉”。一批国

家得以搭乘中国发展快车，获得更好融

入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机会。

这是增进各国人民福祉的幸福列

车：班列促进了沿线国家经济文化交流

日益繁密，深刻改写了国家间交往的深

度和广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
项目和标志性品牌

从零部件到装箱下线，最快用时仅

20秒；再搭乘中欧班列长安号运往德国

只需10余天……

落户西安国际港务区才两年，陕西

康佳智能家电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钊感触

良多：“去年我们发送了9个专列，与海

运相比，中欧班列综合成本低，运输时效

快，拉近了企业和海外市场的距离。”

开行于2013年11月的中欧班列长

安号，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全国最

先开行的中欧班列。10年间，其开行量、

货运量、重箱率等核心指标稳步提升。

中国铁路西安局中欧班列运营主管

工程师齐超说，中欧班列长安号已开通

西安至亚欧国家的17条干线通道，实现

亚欧地区主要货源地全覆盖，今年截至8

月底已开行3477列。

昔日小站，成长为国际化物流枢纽

中心。目前西安国际港站面积达5600

亩，拥有全国首个内陆自动化无人码头。

贸易通道之便，催生临港经济集群

加速崛起。西安国际港务区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孙艺民说，围绕中欧班

列，17平方公里的临港先进制造业片区

逐渐成型，汇芯通信、京虹显示等40余

家先进制造业企业先后落户。

货运清单之变，折射出中国坚持经

济全球化的成效。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0176列、发送货物

110.4 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 13％、

27％，“钢铁驼队”行稳致远。

“聚焦互联互通，实现互利共赢，中

欧班列保持稳定畅通运行，开创了亚欧

国际运输新格局。”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

究院院长卢山冰说。

中欧班列以稳定、高效的物流服务

支撑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大动脉”，已

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

性品牌。

分享中国大市场的历史机遇

高大的烘干塔、装备现代的压榨车

间……在哈萨克斯坦北哈州，西安爱菊

粮油工业集团投建的农产品加工物流园

区，一派繁荣景象。

近3000公里外，西安爱菊粮油仓

库，产自哈萨克斯坦的面粉和食用油正

在装车准备销往全国各地。

一列列中欧班列，让丝绸之路上两

个重要节点的联系愈发紧密。

2015年，这家企业尝试“走出去”曾

屡屡碰壁。“我们带着1000份合同，跑了

北哈州900户农户，最终签约不到100

户。”西安爱菊粮油工业集团董事长贾合

义说，当地农民对我们提供的种子不放

心，更担心种出来卖不出去。

与当地种植大户合作经营试验田，

用产量和品质说话；预付订金、以“订单

农业”确保销路畅通……8年后，企业已

与北哈州20多个农场主签订总计150

万亩土地的合作协议。

中欧班列途经之地，更多“希望之

种”拔节生长。陕汽重卡车辆远销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哈萨克斯坦国家铁路

公司在西安建设的“哈萨克斯坦码头”项

目正加紧施工……哈萨克斯坦驻西安总

领事卡拉巴耶夫·佐齐汉说，中欧班列为

哈萨克斯坦打开了“出海口”。

不只有长安号。数据显示，我国境

内已铺画时速120公里的中欧班列运行

线86条，联通境内112个城市，通达欧洲

2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00个城市，以及

沿线11个亚洲国家和地区超过100个

城市。

日益增加的中欧班列，搭建了沿线

经贸合作新平台，更多国家和地区得以

分享互联互通的红利。

不久前参加2023西安丝绸之路国

际旅游博览会的乌兹别克斯坦客商阿森

贝克对此深有体会：“交通的便利让人员

往来越来越频繁，我很多朋友来中国做

生意，中国市场潜力巨大。”

“硬联通”激发“心相通”

今年 5月的中国—中亚峰会结束

后，六国元首共同种下的六棵石榴树，枝

叶愈加繁茂。源自西域的石榴种子，已

在长安城繁衍千年，成为象征团结美满

的吉祥之物。

今年以来，一本记录了中国科研人

员在海外播撒“中国种子”的书籍《中国

种子：我在哈萨克斯坦种小麦》，打动了

不少读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员张

正茂说，一批中国的小麦新品种已在哈

萨克斯坦多地推广，比当地品种亩产增

收最高达60.51％。

如今，搭乘中欧班列，陕西的茶叶、

青海的枸杞、云南的咖啡豆等相继进入

欧洲人的家庭；土耳其的手工地毯、德国

的厨具、法国的红酒等，可以快速到达中

国消费者手中。

近年来，我国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

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持续优化。今年上半

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物

贸易额6.89万亿元，同比增长9.8％……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马莉莉

说，中欧班列探索出一条凝聚共识、合作

共赢、充满活力的发展之路，深刻改写了

国家间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以“硬联通”

激发“心相通”，为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作出了贡献。

今年3月7日，驶向哈萨克斯坦北哈

州的文化班列在西安铁路集装箱中心站

发车。这趟“友谊班列”携带的皮影、手

工剪纸等非遗作品，在北哈州受到当地

群众的欢迎。

中国—中亚峰会闭幕后不久，在唐

长安城西市遗址上修建的大唐西市博物

馆，收到了一件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珍贵

礼物。这件金银色羊拐角造型的礼物，

寄托美好祝福、寓意友谊长存。

大唐西市博物馆馆长王彬说，近年

来大唐西市博物馆先后与18个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的24家博物馆建立友好

馆关系。2015年，大唐西市博物馆《陕

西皮影展》走进哈萨克斯坦；2018年，哈

萨克斯坦中央国家博物馆在大唐西市

博物馆展出的国宝级文物“金人”一度

颇为火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

义桅说，中欧班列开行以来，有力促进了

国家间经贸合作和全球经济发展，也带

动了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铺就出一条

条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

相通。如今，贾合义对这两句话的感受

越来越深：“刚去哈萨克斯坦时，当地百

姓把‘你们’‘我们’分得很清楚。现在他

们说‘咱们’，分别时，大家会久久拥抱。”

（记者沈虹冰、刘书云、陈晨、张斌）
（据新华社西安9月1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