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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
表、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
元庆带来了“关于用数字化转
型推动更多中小企业迈向‘专
精特新’”的建议。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
今年工作要坚持稳字当头 、
稳中求进 。 面对新的下行压
力 ， 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 。 对此 ， 杨元庆表
示 ， 虽然短期内国家面临着
一定的经济下行压力 ， 但中
国经济基本面好 、 韧性强 、
潜力大。 “要用恒心和信心，
继续把握产业数字化转型的
大势 ， 用 ‘新 IT’ 赋能中国
制造的智能化 、 低碳化转型
升级 ， 尤其要重视扶持中小
企业发展、 保障高质量就业，
这样才能坚持稳中求进 ， 实
现高质量发展。” 他说。

今年1月， 国务院出台了
《“十四五 ” 数字经济发展规
划》。 根据规划， 数字经济的
发展包括 “数字产业化 ” 和
“产业数字化 ” 两个主要方
面 。 “我认为 ， 数字经济跟

实体经济的发展是相互促进
的 ， 数字经济只有根植于实
体经济的基座中 ， 才能焕发
出更大的价值 ， 根深才能叶
茂。” 杨元庆说。

杨元庆认为 ， 在我国数
字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中 ，
中小企业和大型行业企业同
样重要 。 中小企业不仅是产
业链 、 供应链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 ， 而且是创新的重要
源泉 ， 对就业 、 民生等问题
都影响重大 。 但在数字经济
发展进程中 ， 不少中小企业
面临数字化基础薄弱 、 资金
和技术人才匮乏等挑战 ， 升
级改造动力不足 ， 也缺乏清
晰的着力点和抓手 。 因此 ，

大型行业企业应当承担起企
业社会责任 ， 带动和支持产
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加快数
字化转型 ， 尤其是帮助好 、
服务好 “专精特新 ” 企业发
展壮大 ， 支持更多的中小企
业成为 “隐形冠军 ” 和 “配
套专家”， 形成大中小企业融
通创新发展的局面 ， 以此来
支撑我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小企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 培 育 更 多
“专精特新” 企业， 杨元庆带
来了 “关于用数字化转型推
动更多中小企业迈向 ‘专精
特新’” 的建议。 他建议， 政
府和相关协会共同建立 “中
小企业数字化发展指数”， 为

评估中小企业发展水平提供
科学依据 。 “这样有利于相
关部门更好地把握不同行业
与区域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水
平 ， 更高效地帮助中小企业
‘补课’。” 此外， 构建中小企
业数字化转型加速平台 ， 为
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评估咨
询 、 培训与资助方案 ， 切实
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
解 决 中 小 企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不会转 、 不敢转 ” 的问题 。
还要科学精准制定帮扶政策，
通过加大财税支持力度 、 完
善信贷支持政策 、 畅通市场
化融资渠道等方式 ， 优化营
商环境 ， 助推中小企业数字
化转型。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3月
9日晚，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北京代表团举行媒体视频连线
采访， 高子程、 马一德、 徐滔等
代表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进行
解读。

“两份报告讲政治、顾大局、
站位高、工作实，出色完成了审判
职责和检察职责， 各项工作都取
得了新进展、新成效。 ”全国人大
代表、 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高子
程说，“包括头顶上、舌尖上、脚底
下的正义，涉及工人、农民、企业
家以及老人、妇女和儿童，出台若
干暖心举措， 切实助力保障他们
的合法权益。” 通过认真审议，高
子程认为，报告体现了法治精神，
饱含为民情怀， 守护民生安全底
线， 努力维护人民群众心中的正
义。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科学院
大学公管学院、 知识产权学院教
授马一德是一名深耕知识产权领
域的专家， 他对司法机关在知识
产权保护方面的动作尤为关注。
在 谈 到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知 识 产
权法庭的设立时，他说：“统一了
我国知识产权审判的质和效，也
统一了知识产权司法审判的尺
度，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知识产权
保护的力度和决心。 ”与此同时，
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开始对知识产
权案件举行公开听证。 马一德认
为， 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服务
创新驱动、支持科技自强自立。

对于报告中提及的 “探索建
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制度安排。” 马一德深有体
会， “检察院的公益诉讼已经成

为中国司法实践的一张亮丽名
片，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制度自信
和中国司法改革的最新成果。”

同样为公益诉讼 “点赞” 的
还有全国人大代表、 北京广播电
视台副总编辑徐滔。 她以检察机
关针对未成年人文身治理所开展

的公益诉讼工作举例说， 随着检
察机关开展以公益诉讼形式的专
项监督， 全国多地推出了专门规
定， 禁止心智不成熟的未成年人
进行文身。

她还提到， 如今未成年的孩
子们参观天坛、故宫、长城都不用

买票了。 “这其实也与法治工作有
关系。 ”徐滔解释说，《未成年人保
护法》中明确规定，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应当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北京市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形式
进行了专项监督， 让更多未成年
人的权益得到了保护。

■代表声音

全国人大代表关切企业科技创新发展———

为科技人才“撑腰” 给中小企业“补课”
科技创新离不开人才能力提升和企业发展引领。 如何引导人才推动我国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提升， 如何帮

助中小企业向 “专精特新” 转型……围绕企业科技创新发展， 代表们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积极建言献策。

全国人大代表 、 北京工
业大学材料与制造学部教授
秦飞说 ： “如何引导人才服
务于国家急需解决的科技问
题 ， 推动我国企业的科技创

新能力提升 ？ 人才评价是指
挥棒。” 今年， 他带来一份建
议 ， 呼吁给予企业的科技人
才更多支持 ， 以提高企业的
科技创新能力。

秦飞说 ， 目前国内的主
要人才项目 ， 如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设置的国家杰出青年
科 学 基 金 ， 教 育 部 设 置 的
“长江学者” 计划， 以及各地
方设置的人才支持项目等 ，
主要面向自然科学等基础研
究 ， 评审时也主要以论文成

果为主 。 至于企业的科技人
才 ， 由于其成果多为技术秘
密 ， 不便以论文形式呈现 ，
再加上这些人才项目很少关
注企业科技人才群体 ， 致使
企业优秀科技人才长期得不
到国家级人才计划的支持。

“这种局面使得很多青
年科技人才不愿意去企业工
作 ， 高校教师也不愿选择重
要工程技术问题研究 ， 而只
是跟踪热点文章以发论文为
导向开展科研 ， 严重制约了

我国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快
速提升 ， 导致高校科研和企
业 实 际 需 求 ‘ 两 张 皮 ’ 问
题。” 秦飞表示， 尽管目前出
台了一些文件和政策 ， 鼓励
高校教师到企业从事科研工
作， 但收效甚微。

为改善上述问题 ， 秦飞
提出两点建议 。 首先 ， 在国
家层面设立国家杰出青年工
程技术基金 ， 与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同等级别 ， 主要
面向企业科技人才给予支持，

以解决 “卡脖子 ” 等关键技
术为主要评选标准 ， 并建议
重点向集成电路产业链相关
企业科技人才倾斜。

此外 ， 建议国家设立专
项科研项目 ， 用于资助高校
教师到国内企业开展科研工
作 。 项目应规定高校教师为
申请人 ， 但须与企业联合申
请 ， 以解决企业关键技术为
目标 ， 并规定项目申请人和
主要成员每年在企业的最少
工作时间。

秦飞代表：

支持企业科技人才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支持中小企业迈向“专精特新”
杨元庆代表：

全国人大代表解读 “两高” 工作报告：

体现法治精神 守护民生底线

高子程代表马一德代表徐滔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