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中山路 13 号(格尔木市融媒体中心) 邮编/816099 广告热线/0979- 8496552 广告经营许可证/格工商广字 6328014000001 号 印刷/格尔木市印刷厂 零售/0.80 元

聚 焦12 2025年4月3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任化静

良好创新生态是激发

民企向“新”的关键，更是

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沃土。

围绕营造宽松包容的创新

环境，呵护民企创新活力，

政策连续打出“组合拳”。

着眼公平有序，深入

破除市场准入壁垒，严格

开展政策措施公平竞争审

查，依法保障民营企业公

平的发展机会；

让 创 新 要 素 顺 畅 流

动，推进国家统一技术交

易服务平台建设；

精准扶持企业发展，

开展新一轮中央财政支持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

发展行动，健全与民营企

业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

实打实回应关切；

坚持因地制宜因产施

策，统筹传统产业升级和新

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壮大，

向民营科技企业设立“揭榜

挂帅”专项支持基金……

一项项部署正形成合

力，让更多民企敢创新、愿

创新。

截至目前，我国累计

培育 60.5 万家科技和创新

型中小企业、超 49 万家高

新技术企业，其中大部分

都是民营企业。在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

占比扩大至 92％以上。民

营企业发展向好，成为我

国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的

重要力量。

“在扎实落实促进民

营经济创新发展各项政策

的同时，还要强化助企帮

扶，构建开放多元的创新

体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研究院院长张立说，

要加强资金、技术、人才要

素保障，在一些领域强化

政策引导、避免重复建设，

梯度培育创新型企业，让

更多民企在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征途上跑出加速度。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民营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民营企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力量。
以“低成本＋开源”模式训练出人工智能大模型，掀起“人工智能热潮”；人形机器人
登上春晚舞台、走进工厂“实训”，变得“心灵手巧”……一段时间以来，广大民营企业
积极布局新赛道、新产业，彰显其在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

近期，从中央到地方持续加密政策、加大力度，不断优化民营企业创新生态，激
发向“新”提“质”的动力。

高度折叠的飞行体从汽

车后尾舱全自动分离释放，不

到 5 分钟即完成平稳落地。

近日，在广州的小鹏汇天总

部，分体式飞行汽车“陆地航

母”正进行实景演示。

自去年珠海航展首飞

以来，“陆地航母”已获近

5000 台订单，“起飞”的加速

度背后有政府与企业的合

力。“从设立专项资金到相关

证件审批，政府部门给予真

金白银的支持，让我们坚定

技术路线、专注研发创新。”

企业创始人赵德力说，目前

正加快推进量产计划，抢抓

产业先机。

从低空经济到量子通

信，具身智能到生物制造，民

营企业奋力向新而行。推动

企业加强原创性引领性技术

攻关，政策的引导和支持持

续加力。

强化科技源头供给，相

关部门出实招、破瓶颈——

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支

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

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

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

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工业和

信息化部支持企业联合高校

院所承担国家科技项目，面

向产业需求共同开展攻关；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完成全国

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

点工作的基础上，按产业细

分领域向 45 万家企业匹配

推送……

鼓励民营企业勇担重

任，各地推出务实举措——

福州完善企业参与重大

科研攻关需求征集与榜单编

制机制，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

目，每个项目支持经费 100万
元至 500万元；江苏正建设一

批重大科创平台，支持民营企

业与相关平台共享科研基础

设施；浙江已设立 30 亿元的

省人工智能产业基金，主要在

人工智能领域投早、投小、投

长期、投科技……

“民企参与国家重大技

术攻关任务的数量增加、范

围扩展，科创平台等科研基

础设施向民企的开放力度不

断加大。”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所长辛

勇飞说，政策协同联动，推动

更多民企在科技攻关中展现

更大作为。在建设现代化产

业体系的过程中，民企正迎

来更多机遇。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

路径。让创新链与产业链

无缝对接，是激发民营企

业创新活力的关键，也是

政策发力的重点。

一边是车间内十余条

中试组装测试线忙碌运转，

另一边是来自医疗器械、智

慧停车等领域的科研项目

“跑”完走向产业化的最后

一程……在成都高新区的

蜂鸟智造中试基地，每周都

有新项目进行成果转化。

智慧交通产品制造商

臻识科技董事长任鹏告诉

记者，从四目相机到球机、

枪机，企业每年都要找平

台试产几十种产品。“从这

里走完中试，我们才敢放

心推向市场。”

助力企业完成从样品

到产品的“关键一跃”，一

个个类似这样的平台正在

各地加快建设。

截至目前，我国累计

培育 1606 家国家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建设制造业中

试平台超 2400 个。福建、

湖北、重庆等地推出首台

（套）、首批次、首版次等推

广应用支持政策，不断完

善收益分配、风险分担机

制，畅通技术创新到市场

应用的转化通道。

为企业创新找到更多

“搭档”：武汉东湖高新区

搭建以“用”为导向的科创

供应链平台，目前完成企

业供需对接超 1.2万项；

破解企业“不敢试”

“试不起”的痛点：在广东

东莞，“中试贷”精准注入

中试平台建设，覆盖创新

链和产业链的科技金融生

态链加快完善……

以服务创新支撑科技

创新、产业创新，更多探索

正在展开。政策带动下，

越来越多新技术新产品应

用落地，引领技术突破与

产业升级。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等试点一批政策。”工业和信

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珺表

示，还将出台推进科技服务

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破解

科技、市场“两张皮”问题。

以新谋进 强化科技源头供给 两“链”相融 让创新力转化为生产力

优化环境 提升创新体系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