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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丁荣军，来自中国中车。上个
世纪 80年代初，我还是一名电力机车专
业的大学生。1984年大学毕业后，我来
到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从事轨道交通传动与控制技术的研究。
这项技术被誉为轨道交通的大脑和心
脏，它也推动了举世瞩目的“复兴号”动
车组的诞生。

去年 7月 27日，中国铁路总公司安
排“复兴号”在京沪高铁开展体验运营，
通过全面系统的科学论证和综合评估。
专家多方评估一致认为，京沪高铁满足
按设计速度 350公里/小时运营要求。9
月 21日，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成功
在京沪高铁上实现 350 公里/小时的旅
客运营速度，京沪高铁全程运行时间缩
短为4个半小时。

我想到了 2004年，当时中国的高铁
技术还需要引进，外国公司则坚决不予
以转让。通过多年探索，我们由研发控
制技术逐步延伸到研发大功率器件，如
今中国的高铁技术水平绝对不比世界
上任何一个国家差。“复兴号”的奔驰让
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运营速度最快的
国家。我国高铁技术从“追赶”到“引
领”，轨道交通技术在高铁上开花结果，
为实现“科技强国”目标作出了重要贡
献。

很多人对“复兴号”的创新历程非常
感兴趣。“复兴号”从初始研发到去年“上
线”，大概花了 5年时间。5年前，科技部
开始立项，组织了国内 51个科研院所和
高等院校，包括企业的创新中心参与其
中，项目研发团队中有 1500多人是具有
高级职称以上的高级技术人员，其中不
乏中国工程院的佼佼者。我所在的中国
工程院机械和运载学部负责咨询、研究、
评审等工作。历经 2-3年的基础性课题
研究，铁路总公司和国家铁路局商议，从
应用需求的角度提出顶层要求，目标是
提升车本身的性能，真正达到 350 公里
运行时速。

作为“复兴号”的旅客，我们能直接
感受到的是，“复兴号”车厢内的美感大
大提升，也更加舒适，车辆行驶的平稳
性更好了。从车的设计来说，无论是稳
定性还是减震，专家们都做了很多工
作。以前因为车速太快，“和谐号”上的
信号跟不上，用手机打电话总是断断续
续，“复兴号”让通讯不中断。我们还在
研究让“复兴号”接入视频媒体。除了
以上技术外，通过研发，我们让“复兴
号”的电磁干扰小于国际上任何一个国
家的高铁，人均能耗节约了 17%，保证
了 350公里运行时速的经济性。因为目
前 350 公里/小时的速度等级在国际上
是没有标准的，中国走在了最前面，所
以我们对“复兴号”上 84%的技术标准
进行了创新。另外，研发过程中产生的
1000多项发明专利，构成了“复兴号”扎
实的技术体系。

运行的“复兴号”并没有停下技术
研发的脚步。目前，永磁驱动系统已经
装车，正在接受考核，400公里/小时的
变轨距车甚至是超越600公里/小时的磁
浮车正在研发，高铁的自动驾驶、无人
驾驶技术也正在研究。对于人工智能在
高铁方面的应用，技术人员也有新的想
法。比如，在未来，乘客走上高铁如走
进家门，不仅有个性化的娱乐设施，甚
至车窗就是电子屏幕，轻轻松松就能忘
却旅途的疲劳……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交通强国的宏
伟目标。我们由原来的技术跟随到现在
与发达国家并跑，有望在不久的将来领
跑。这些年，随着“复兴号”的上路，
我深深感到国家的强大，高铁人也碰到
了很好的时机，铁路的大发展使我们技
术研究的成果能够得到更好的应用。我
相信，中国的高铁技术一定会为全人类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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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
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
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快建
设创新型国家。把握世界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大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
力。

近 5年来，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成果
丰硕。如今，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
升，主要创新指标进入世界前列，科技
创新水平加速迈向国际第一方阵。我
国科技创新由跟跑为主转向更多领域
并跑、领跑，中国已成为全球瞩目的创
新热土！

绽放改革精彩，跑出

创新“加速度”

随着蛟龙、天眼、悟空、墨子、慧眼
等为代表的重大创新成果相继问世，我
国科技创新水平已加速迈向国际第一
方阵，进入了“三跑并存”，领跑、并跑日
益增多的历史性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到了党和
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形成了从思
想到战略再到行动的系列部署，大力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启建设世界科
技强国的新征程。砥砺奋进的五年，我
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整体性、格
局性的重大变化，中国已成为一个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大国。

科技创新有力支撑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和民生改善，实现了全面融入、主
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移动通讯、集成电路、数控机床、核电等
重点领域率先实现跨越。复兴号成功
商业化运行，5G 新型网络架构等技术
纳入国际标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
算等引领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
济快速发展，有力地带动了经济转型升
级和新动能成长。

同时，科技创新在打赢蓝天保卫
战、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科
技兴林、科技治沙成效显著，在全球率
先实现“沙退人进”。科技改善民生引
领新跨越，130多万台创新医疗器械产
品在基层医疗机构示范应用，服务人群

达到 4.5亿，还建立了应对突发性传染
病的防控技术体系，成功研制了埃博拉
疫苗等，在国际传染病防控中彰显了中
国力量。

随着科技体制改革向系统纵深推
进，我国科技管理格局实现了从研发管
理向创新服务的历史性转变。国家科
技计划和资金管理改革取得历史性突
破，院士制度、科技奖励、科技军民融合
等改革也正在深入推进中。

近年来，科技创新力量由科研人
员为主向全社会拓展，开创了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历史性新局面。通过修
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
干规定和《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
案》，有力地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
动。科技与金融结合深入推进，国家
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引导地方政
府、金融机构、民间资本投资规模大
幅度增长。

此外，科技外交正成为国家总体外
交战略的重要内容，创新开放合作迈出
主动布局的历史性步伐。“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G20 峰会、金砖国家
厦门峰会都留下了鲜明的科技创新合
作印记，中国已成为全球多元化创新版
图中日益重要的一极。

基础研究拔头筹，国

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深地探测、干细胞、基因编辑领域
取得重要原创性突破，克隆猴“中中”和
“华华”诞生……2018年的春天，中国的
科技成果如泉水般喷涌。中国工程院
院士、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表示，中国
的创新势头是爆发式的，科技创新正在
催生“中国学派”。

纵观中国科技创新领域，基础研
究、前沿探索越来越成为科学家们亟待
做好的一门功课。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基础科学研究
持续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支
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断增强。

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经费投入从
2012 年的 498.8 亿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822.9 亿元；科技论文数量连续多年居
世界第 2位，总被引次数由 2016年的第

4位升至 2017年的第 2位；化学、材料、
物理、工程、数学、地学等学科接近世界
前列，一批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研究团队
具备了实现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的能力；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家获得国
际重要科技奖项。

同时，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原始创新
成果不断涌现，赶超引领步伐加快。例
如，我国基础物理领域连续 3年获得国
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取得了量子反常
霍尔效应、拓扑半金属、外尔费米子、中
微子振荡等原创性成果；我国科学家发
现的铁基超导材料占世界一半以上，并
且保持着国际最高超导转变温度；近些
年，我国多次刷新并始终保持多光子纠
缠世界纪录。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已处
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
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

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
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短板仍然较为突
出，如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顶尖基础
研究人才和团队匮乏、投入不足且结构
不合理等。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既面临
大有作为的发展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
的挑战。

去年两会，有 90 多位全国政协委
员、5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加强基础
研究的建议。加强基础研究成为全国
政协的 1号提案。2018年初发布的《关
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
见》，是国家对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
的第一个政策性指导文件，标志着中国
正逐步走向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的
道路。
“过去对基础研究创新叫‘弯道超

车’，现在我们更向往‘劈山建路、遇水
架桥’，产生很多原创性的成果，带动中
国的高新技术应用研究。”曹雪涛说。

人工智能，发展空间

广阔大有可为

人工智能相关议题成为2018年世界
经济论坛的热门话题，并自始至终贯穿
了为期4天的论坛会议。人工智能引发的
长期、广泛、高频的关注，令世人难以
想象。

如同“互联网+”“数字化”等概念一
样，人工智能正迅速影响着各行各业。

不久前，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
校长薛其坤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人工
智能领域，清华大学率先在跨学科交叉
研究中做了大胆改革。2017 年清华大
学在校级层面先后成立了 2个跨学科的
实体实验室和 3个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中
心，人工智能包含其中。在清华大学，
人工智能共涉及计算机系、机械系、人
文系等7个院系。

2018年，人工智能第二次写入政府
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出：发展壮大新动
能。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集群，实施大数
据发展行动，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
应用，在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
多领域推进“互联网+”。

早在去年 7月份，国务院印发《新一
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就对人工智能
的布局发展做出全面的设计，提出“三
步走”的战略规划。到 2020年，人工智
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1500亿元，带动相
关产业规模超过 1万亿元。到 2030 年
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
界领先水平。

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成绩不菲。
根据 2017年《乌镇指数：全球人工智能
发展报告》显示，在全球人工智能专利
数量方面，中国以 15745个紧跟在美国
26891个之后位列第二。

有专家认为，未来人工智能发展，
源头创新虽不是来自中国，但中国人工
智能的发展空间广阔、大有可为。中国
在核心算法上，已经实现与最先进技术
并跑，局部实现领跑。

今年两会重提人工智能，有代表指
出，人工智能一定要与行业结合，形成
真正有效的行业智能，才能助力传统行
业转型升级，推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
快速融合。

全国政协委员李彦宏提交的 2 项
提案与人工智能相关，分别是希望国家
出台政策鼓励人工智能的开放平台、加
速自动驾驶相关立法。他认为，人工智
能开放平台能够将人工智能企业的技
术能力和计算资源，与传统企业的数据
和应用需求连接起来，有效提升行业运
营效率，创造新产品。这将成为人工智
能与实体经济融合创新的重要基础设
施，也是我国实体经济转型发展的必然
选择。

中国已成为全球瞩目的创新热土
■中国国防报记者 郭 萌

国家战略的交汇点，往往内含经济社

会发展的乾坤。当军民融合发展战略遇上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会激起怎样的波澜？

在中关村、中国（绵阳）科技城，一

批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科研机构、军民两

用技术创新基地、军民融合科技园区纷

纷涌现，探索建立了跨军民、跨部门的

军民融合创新模式；在载人航天及探月

工程、北斗卫星导航、快舟卫星发射系

统、量子通信卫星等一批科技重大项目

和工程背后，军民协同攻关，当惊世界

殊；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

业和军工集团等各类创新主体，人们投

身科技军民融合的士气渐长，并取得较

好成效……就像一颗落入平静湖面的

石头，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正在科技创

新的湖面上掀起万千波澜。随着时间

的延伸和空间的扩展，我国科技实力

将显著增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水平将有效提升。

站在新时代的坐标点上，回顾党的

十八大以来，科技创新领域军民融合的

成就，不禁深感，在科技创新领域融合

意识日渐增强，融合氛围日益浓厚，融

合实践不断丰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正给科技创新领域带来新气象、新风

尚。

没有深层次的融合，怎能真正激活

科技创新领域一池春水。当前，我国军

民融合正处于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

的过渡期，在世界主要大国基本完成军

民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科技创新领

域军民融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

挑战。说机遇，科技部和军委科技委发

布《“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

划》，科技军民融合纳入国家规划，科技

创新领域军民融合大有可为。谈挑战，

未来5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动力变革、

效率变革、质量变革的转型发展期，恰

逢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两大体系动态调

整期间，实现科技军民融合，就像“空中

加油”，难度可想而知。

真抓实干，紧抓快干。激活科技创

新一池春水，靠干不靠说。当前，要完

善体制机制，统筹科技创新领域军民融

合规划，把军队建设融入国家发展的大

盘子；加快实施科技军民融合重点专项

和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推动科技创新资

源在军地之间、军民之间，互通有无，资

源共享；知识产权和军民科技成果转化

体系建设更要跟上，探索建立军民融合

新型科研机构，创新科技军民融合第三

方服务等。

追问过往的勇气，我们共同展望未

来。

3月2日，十九届中央军民融合发展

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军民科技协

同创新成为推进军民融合的重要战略任

务；今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对于军民融

合创新体系更是颇为关注，发出了许多

好声音，提出了许多“金点子”。如果说

科技军民融合在国家层面是宏观而丰富

的，那么代表委员眼中的科技军民融合

是生动而具体的。代表委员们可以佐证

的是，科技创新领域的军民融合，正从文

件走向实践，从政策走向现实，受到越来

越多人的关注。

在未来科技创新的大潮中，由军民

融合深度发展引发的波澜必定久久不

会平静，且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

防现代化建设产生积极长远的影响。

激起科技创新万千波澜
■王 洋 中国国防报记者 魏宏涛

纵 横 谈

机器人赛场显身手

3月 18日，2018“FIRST机器

人竞赛”上海赛区比赛在上海大学

生体育中心体育馆落下帷幕。此

次比赛以“能量强化”为主题，旨在

培养团队间的互助与分享能力，共

吸引了来自中国、波兰等地共44

支队伍参加。图为参赛选手在上

海大学生体育中心体育馆内对机

器人进行决赛前的检查。

新华社记者 丁 汀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