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誉为“最薄最轻的神奇材
料”的石墨烯，在2004年被首次发
现。因其巨大的应用前景，短短
十几年，石墨烯不仅成为各国科
学家的关注热点，也成为众多企
业家的投资热点。中国也不例
外，这从资本市场的表现、从各地
兴起的石墨烯产业园中可见一
斑。“但我认为，中国现在的‘石墨
烯淘金热’有泡沫化倾向。”刚刚
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的中科院院
士、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刘忠
范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一种
材料要想催生一个产业，需要多
方合力推动，不要搞群众运动式
淘金，也不能靠科研人员单打独
斗。

《中国企业报》：与你相识，始

于在江苏省江阴市举行的一次石

墨烯产业研讨会。最近，中国的

石墨烯产业被许多企业追捧，你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刘忠范：是的，石墨烯在企业
界很火，在科技界也很火，有两组
数字可以说明。第一组是统计出
来的数据：在中国，我国学者为石
墨烯发表的文章已接近6万篇，第
二名美国有2万多篇，我国从发表
文章数量上已遥遥领先。申请和
石墨烯相关的专利，中国已占到

69.6%，一多半的石墨烯专利都是
中国人申请的，也是遥遥领先。
第二组数据是，目前全国有超过
4000 家企业在做石墨烯相关产
品。这么一比较可看出，石墨烯
不仅在科研领域热，在市场上也
很热。

《中国企业报》：石墨烯和石

墨只有一字之差，那么普通公众

如何正确认识石墨烯的概念和用

途？

刘忠范：石墨烯的研发门槛
很高。很多人误认为投一点钱就
可以做石墨烯企业，其实不是这
样的。石墨烯首先是一种新材
料，这种材料性质特殊，理论上有
多个“最”：导电性、导热性最好，
最薄、最轻，强度是钢的100倍以
上等。所以这种集众多优点于一
身的材料，它的用途很广。从导
电性来讲，其有潜力替代ITO（导
电玻璃）去做触摸屏。从导热性
这个角度讲，它可以作为导热膜，
比如手机的散热膜，因为它又是

“轻质高强”的材料，所以说还可
能在航空航天领域作为结构材料
去考虑。

《中国企业报》：市场上大规

模的“石墨烯淘金热”对于研发人

员来说，是压力还是动力？

刘忠范：作为一个科学家，其
研究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当然
是好事。但具体到石墨烯产业，
我首先要提醒大家，目前的期待
值不要太高，尤其是不要太着
急。无论是业内人士还是关注
者，都不要太急，太急则会失去信
心；其次，要做好真正的“政产学
研”结合。在目前情况下，我们需
要一个很好的模式，把做企业的
人和做研发的人连接在一起，加
上产业基金、风险投资等整合资
源去做，我认为更好一些。还有
政府，也不只是简单地制定政策，
而要有意识地布局未来，这样会
有利于行业未来的发展。否则大
家都只顾眼前，就容易失去未来。

《中国企业报》：要想将石墨

烯作为一种全新的材料应用于企

业生产，或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

去推进，你觉得该怎样去做？

刘忠范：我国是材料制造大
国，但还不是材料制造强国。一
种材料是否能够催生一个产业，
需要科研机构、核心企业、科学的
产学研转化机制、政府的政策支
持等形成合力才能推动。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来一场中国
制造的品质革命”，这需要有一批
人从事产业引领的基础研究。以
石墨烯行业为例，大家都知道它
是个好东西，我们在实验室里做
出了石墨烯玻璃，相关的应用已
初现端倪，比如可以用在汽车的
智能窗上等。但从实验室成果到
量产，到成熟产业，到走向市场，
还有非常远的路需要走，还有诸
如设备、工艺等很多现实的困难
需要去克服。这就需要各方共同
努力，把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才
能做出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产
品。

本报记者 江金骐

刘忠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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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常委、中科院院士、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刘忠范：

石墨烯产业须摈弃“运动式淘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
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据了解，去年中央企业
带头完成去产能任务，其中钢铁、煤
炭的去产能率先完成任务。3月16
日，《中国企业报》记者就我国钢铁
行业的发展问题采访了全国政协
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钢研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李卫。

据李卫介绍，我国以钢铁、有
色金属行业为代表的传统基础制
造业产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产
品质量不断提升，品种结构不断优
化，已经迈入世界第一方阵。

以钢铁为例，主要亮点包括：

统计内粗钢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
平。2017年我国统计内粗钢产量
8.32亿吨，同比增长5.7%。钢材出
口量居世界第一。2014年至2016
年每年钢铁产品净出口量约1亿
吨。2017年由于去产能效果显现，
出口钢材7543万吨。高端钢材的
生产与应用不断提升，大量高端国
产装备所用特种钢实现了基本国
产化。

李卫说，成绩的取得来之不
易，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我国出口的钢铁中廉价钢铁
仍占较大比例，而大量廉价钢铁出
口不符合我国基本利益。资源在
外，受制于人。由于定价权缺失，
导致抬高了铁矿石价格，压减了钢

铁行业利润。
资源、环境、生态压力巨大。

2016 年我国净出口钢材总量约
9496万吨，而生产这些钢材需要
5643万吨标准煤，消耗新水3.21亿
吨，相当于22.5个西湖的水量；排
放二氧化碳1.72亿吨、烟粉尘约
7.02万吨、二氧化硫7.35万吨，与
2015年全北京排放量相当。廉价
钢铁的出口是以严重牺牲生态环
境为代价的，得不偿失。

为此，李卫建议调整政策、优
化市场，让创新带动钢铁行业走上
高质量发展之路。具体来讲：首
先，调整出口退税政策，抑制低端、
鼓励高端。取消低端原材料产品
的出口退税，只对有技术优势的高

端产品进行退税，对一些低附加值
钢材、生铁等产品提高出口关税，
鼓励研发投入多的高端和产成品
出口。

其次，优化市场环境，让创新
带动质量与效益的双提升。强化
国家品牌计划和质量强国战略，建
立质量分级评价体系，改变制造业
低质低价恶性竞争环境。利用大
数据和云平台，推广“互联网+质量
分级体系及企业信誉评价体系”，
帮助供需双方树立质量和品牌意
识，从而形成创新能力强、技术含
量高、产品质量优的企业更具竞争
能力与盈利能力的市场环境，在根
本上把创新投入、技术进步作为企
业的自觉行动。

本报记者 鹿娟范捷

李卫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卫：

改革创新，推动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

科技扶贫的核心，就是把科技
创新成果与地区的自然资源、发展
需求和群众诉求有机结合起来。
真正让科技在脱贫攻坚中发挥更
大作用，创造更大的价值。这不只
是我们科研人员努力的方向，也应
该成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
士朱有勇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一
直呼吁要让“科技扶贫大有作为。”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等媒体采访
时，朱院士坦言，“当前有一大批的
科技工作者都战斗在脱贫攻坚的
第一线，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广大

贫困地区的大地上书写。”
作为中国工程院云南扶贫院

士专家工作站的代表，朱有勇在澜
沧拉祜族自治县蒿枝坝村进行驻
村扶贫。据悉，蒿枝坝村与缅甸接
壤，因为历史原因，村子很贫困。
不过由于地处热带雨林区，地区自
然条件非常好，温度高、光照足、水
资源非常丰富，农民的土地很宽
广，每个农民有6亩土地以上。

朱有勇介绍说，由于没有技
术，这里的农民一年只种一次水
稻，水稻收获以后什么都不种。
面对这种情况，朱有勇的团队将
冬季马铃薯这一科技成果拿到当
地进行转化，2016年示范推广了

100 亩，每亩平均产 3.1 吨，卖价
3000元一吨，一亩地农民收入为
9000元。2017年推广2000多亩，
接下来两年计划推广3万到5万
亩，从而把冬闲田变成效益田、脱
贫田。

最终朱有勇见证了这个贫困
村从贫穷落后到社会主义社会的
变革，农民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
变化。朱有勇告诉记者，目前除
了冬季马铃薯，我们的团队还在
大力推广林下三七、冬早蔬菜等
项目，助力当地发展质高价美的
绿色农产品种植，让更多群众脱
贫致富。在朱有勇看来，“我们既
要带着科研成果去帮助村民发展

产业，同时扶持中出现的状况又
激励着我们进一步研究，真正将
论文写在大地上。”

在过去30多年中，朱有勇团
队的科研成果已经造福上亿农
民。研发的“遗传多样性控制水
稻病害”技术在全国10省区市推
广6000多万亩；研发的“物种多样
性控制作物病害”技术已在国内
外应用于3亿多亩旱地作物。这
两项技术都可以减少60%的农药
使用，并能增产20%—30%。朱有
勇认为，在科技扶贫过程中，众多
的企业也扮演着重要作用，可以
成为科技成果转化成农村精准扶
贫的重要力量。

本报记者 许意强梁隽妤

朱有勇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

要让科技扶贫大有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