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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特点是创新，关键在
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12月10日，
在 2024中国品牌论坛新质生产力赋能
高质量发展论坛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副院长胡坚波就数字技术对于推动
新兴产业发展的无限可能，以及信息通
信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广泛应用发表真
知灼见。

信息通信技术的总体态势如何？

在胡坚波看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孕育兴起，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快速发展，同生物、能源、材
料、神经科学等领域交叉融合，引发了以
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变
革。信息通信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
的密集活跃期，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前
沿技术集中涌现，引发群体突破。

“信息通信技术仍然是研发投入最

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
动作用最大的领域，是未来相当长时期
内驱动经济社会变革的主力量。”胡坚
波指出，信息基础设施正向高速泛在、
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
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基础设施发
展，对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驱动作用进
一步增强。

“人工智能迈向通用智能‘奇点’加

速临近，深度学习在未来十年仍将持
续，‘大模型+大算力+大数据’成为主导
路线，对工程化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胡
坚波表示，海量专用小模型正在更深入
与行业核心业务结合，高效轻量级大模
型将会成为行业大模型的发展趋势。
两类路线叠加驱动下，预计人工智能 5
年内将规模应用，并不断逼近与人、环
境交互协同的通用智能。

人工智能迈向通用智能“奇点”加速临近
——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胡坚波

“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
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
要素。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历史机遇，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
能力是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12月
10日，在 2024中国品牌论坛新质生产
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论坛上，中国科学技
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刘冬梅分
享了她在“以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

展”方面的认识与思考。
刘冬梅表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
前密集活跃期，基础前沿领域不断取得
突破，颠覆性创新不断涌现。人工智能、
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引领人
类社会加速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
型。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突出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通过以“智能+”新场景新业

态赋能千行百业，引发各领域流程重塑、
工艺变革和产品创新，催生新的工作和
生活方式，重塑社会发展新形态。

在刘冬梅看来，以科技创新支撑构
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是
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路径。科技创新是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推动高
质量发展，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
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并及时将科技创

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
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
局建设未来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刘冬梅认为，随着科技深深融入经
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和人民生活方方面
面，推动高质量发展，必将科技创新成果
与社会民生改善的实际需要紧密对接，
不断加强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研发攻
关和成果应用，持续强化民生改善。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访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刘冬梅

12月10日，“2024中国品牌论坛新
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论坛”在郑州
举行，来自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企业
代表齐聚一堂并碰撞思维火花，为高质
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会上，科学技
术部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邢怀滨
开章明义，就新质生产力的意义和发展
发表真知灼见。

“新质生产力以智能化、绿色化

为方向，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载体，
主要由人工智能技术、现代生物技
术、量子技术、绿色能源技术、机器
人制造、材料技术等催生。”邢怀滨
表示，传统产业正在转型升级，人类
社会的生产、生活乃至思维方式正
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新质
生产力概念既是对现实存在的客观
反映，也蕴含着要符合新发展理念

的要求，将形成继农业社会生产力
体系、工业社会生产力体系之后新
的生产力体系。

那么，该如何运行和促进建设新质
生产力发展？

“我们需要深刻理解发展新质生产
力是一项系统工程。”邢怀滨表示，新质
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
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

生，需要从多个方面协同管理。包括
以高质量科技公司为基础，强化前瞻
性、引领性科技布局；要以科技创新、
发展创新突破发展问题；以发展方式
绿色转型为内在要求；以体制机制改
革为动力，完善有利于新领域、新赛道
的市场准入与公平竞争等具体制度；
以人才队伍建设为保障，注重人才培
养模式的改革等。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系统工程
——访科学技术部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邢怀滨

12月10日，“2024中国品牌论坛新
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论坛”在郑州
举行，来自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企业
代表齐聚一堂并碰撞思维火花，为高
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会上，中
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业经
济学会理事长史丹就新质生产力与新
型工业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实现形式
发表观点。

“新质生产力要素提升之后形成了
1+1+1＞3的合力。”史丹表示，新质生
产力的要素提升包括劳动者由一般的
体力智力劳动向知识创造和知识运用
方向转变；劳动工具由机械化、自动化
向数智、绿色化方向发展；劳动对象不
断扩大，表现为从传统的自然资源向更
高级的资源形态转变。智能制造的发
展将由单一使用智能制造设备向全生

产流程智能化转变，重构制造新范式，
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

“新型工业化是新质生产力的实现
形式，而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服务
化应成为判别新型工业水平的核心标
准。”史丹提出，新型工业化是数字智能
的工业化，新型工业化的产业升级要有
新的方向和目标，不再适用采取第三产
业占比标准，应以产业的数字化、绿色

化发展水平为标准，产业发展形态也会
呈现多元性，融合化和平台化所生成的
产业业态会快速增长。

同时，她就衡量新型工业化发展水
平政策启示作出阐释：“政府要适当引
导支持，只有用新型工业化的理论为支
撑，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贯彻保持制造业
的占比基本稳定、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战
略方针。”

新型工业化应有新的判别核心标准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长史丹

12 月 10 日，“2024 中国品牌论坛
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论坛”在
郑州举行，来自相关领域的权威学
者、企业代表齐聚一堂，为促进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和力量。
会上，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
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所
长王中林就“摩擦纳米发电机”这一
新兴化学技术，探讨能源界的新质生
产力。

“摩擦纳米发电机，是一种将环
境中的低频次、低振幅的机械能量转
换为电能的能量采集装置。”王中林
介绍道，为其他纳米器件如传感器、
探测器等提供能量，可以实现穿戴式
电子产品、医疗健康、机器人等设备
器材的自供电。在能源领域，该技术
还可以将潮汐、水波运动等荡漾的动
作，利用摩擦发电原理就可以变成微
纳“小能源”，集聚成为稳定输出的

“大能源”。
据王中林介绍，当前，摩擦纳米

发电机最核心的应用场景便是能源
与传感。

“有别于普通需要电源的传感器，
摩擦纳米发电机可以实现无电源传感，
在野外探险、火灾救援等特殊场景中优
势突出。”王中林表示，比如，目前的心
脏起搏器还需靠电池来驱动，但电池寿
命有限，更换电池需要给患者再次做手

术。理论上讲，摩擦纳米发电机可以把
心脏跳动这种人体活动的机械能转变
为电能，因为心跳可以促使发电机的电
极不断摩擦、分开，从而产生电流，并进
一步被收集储存起来，驱动心脏起搏器
工作。

“下一步，摩擦纳米发电机技术还
可广泛应用于能源互联网、智能电网、
互联网、生物医学、无线通信和无线传
感等各个领域。”王中林表示。

聚合“静电”积沙成塔 推动能源新质生产力
——访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所长王中林

通过“智能+”新场景新业态赋能千行百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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