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两会期间，《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工程院院士、星光中国芯工程
总指挥、数字多媒体芯片技术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星微电子
集团创建人兼首席科学家邓中
翰。他认为要采用“跟跑、并跑、
领跑”同时推进的方式，在人工智
能芯片技术这个新兴领域的“无
人地带”抢占先机，这是邓中翰近
几年持续呼吁的发展主张之一。

2018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额
突破3000亿美元，也就是2万亿
元人民币，超过石油天然气，是我
国最大的进口物资，贸易逆差达3
倍之多；国产自给率不到15%，处

于较低水平。邓中翰在向记者介
绍了这些数据之后强调：“我们在
芯片领域严重依赖进口，而广泛
应用在国防等安全领域的芯片涉
及国家安全国防安全，一定要自
主可控。”

邓中翰建议国家从两方面对
芯片产业做出扶持：

第一，在标准化推广应用中
保持自主核心技术继续成长的

“生命力”。要着力推进核心技术
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核心技术成
果的转化和产业化，需要建立生
产、应用等全产业链的标准化体
系，根据标准实现互联互通。

同样，加快我国自主可控的
人工智能芯片技术的发展，也需
要国家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

势，加快核心技术标准的制定，并
利用国家“首台（套）重大技术装
备示范应用”计划等产业发展的
支持方式，使自主可控的人工智
能芯片技术在应用中不断改进提
升，保持继续成长的“生命力”。

第二，希望国家基金和产业
化基金利用“硅谷模式”开展更多
更大规模的风险投资。芯片产业
的投资通常大到初创企业无法依
靠自身力量进行。建议利用“硅
谷模式”，由国家基金和产业化基
金对新兴细分领域的人工智能芯
片企业进行风险投资，通过帮助
企业在创业板、科创板等资本市
场融资上市，实现对自主人工智
能芯片产业的培育和扶持，在当
前国际经贸关系紧张、我国有些

领域面临“卡脖子”威胁的情况下
尤为紧迫和必要。

邓中翰早年回国创业时，就
是引入“硅谷模式”，依靠国家电
子发展基金的第一例风险投资，
启动了“星光中国芯工程”，为国
家电子发展基金带来20余倍的回
报，证明了在高精尖领域以国家
投资作为启动投入、实现技术突
破和产业发展的充分可行。

邓中翰最后说：“当前，在人
工智能芯片这个存在很多无人地
带的新兴领域，还有很多亟待我
们深入探索并取得突破的关键核
心技术，我们要把大国重器的核
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取得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
战略优势。”

全国政协委员、中星微电子集团创建人兼首席科学家邓中翰：

“大国重器”核心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本报记者 梁隽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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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拉开
帷幕。全国人大代表、美的家用
空调创新中心主任李金波和全国
其他人大代表一起现身人民大会
堂，出席大会并聆听了政府工作
报告。当晚，《中国企业报》记者
在广东代表团驻地、首都大酒店
对李金波进行了专访。

李金波告诉记者，在今年的
全国两会上，他主要围绕科技创
新助力工业转型升级这个重要议
题，提出包括《关于加快推进工业
互联网建设的建议》《关于科技成
果转化制度完善及创新中心建
设，加快“中国科技创新”生态体
系升级的建议》《关于推进智慧家
居物联网国家标准并鼓励企业积

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建议》《关
于更好利用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中
国企业竞争力的建议》在内的六
份书面建议。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
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
动力的攻关期，工业作为国家经济
的支柱产业更是处于产业整体转
型升级的关键时刻。工业互联网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
深度融合的高级形态，将直接帮助
传统工业提升运营效率，与服务业
快速融合，实现产业的跨越式转型
升级。美的作为传统制造业转型
升级的成功范本，在利用工业互联
网深化智能转型上拥有一手实践
经验。去年，美的将布局的软件、
机器人及自动化、智能物流以及
IoT等领域进行集成，建成了美的
工业互联网平台M.IoT，成为国内

首家自主、兼备“制造业知识、软
件、硬件”三位一体的工业互联网
平台提供商。结合自身对产业转
型升级的思考和美的实践成果，李
金波在《关于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
建设的建议》中积极建言国家加快
工业互联网建设，尤其要加速推进
基础性、标准型的工作落地，包括
制定工业设备联机标准、推动
IPV6 以及切实降低网络带宽成
本、对现有的以产品型号进行3C
认证，从而快速推进工业企业更快
与消费者直接交互，形成中国的工
业互联网生态，助力中国工业实现
跨越式发展。

在另一份关于加快中国科技
创新生态体系升级的建言中，李
金波提出要通过完善技术交易法
律法规，建立国家认定的技术交
易平台，用培养技术交易人才，整

合科研人员、企业、金融资本的力
量等手段促进技术创新成果转化
机制的建立。与此同时，优化各
部委对于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相
关要求，加大扶持行业龙头企业
建设创新中心。

最后，李金波向记者表示：作
为国家经济命脉，工业对经济的持
续繁荣和社会稳定有着非同寻常
的意义。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
从工业基础薄弱发展成第一制造
大国，工业增加值增长53倍。放
眼未来，工业转型升级将是中国优
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中之重。作为中国实体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相关企业都应
肩负起应有的责任与担当，积极参
与科技创新，抓住历史发展新机
遇，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中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全国人大代表、美的家用空调创新中心主任李金波：

让科技创新助推中国工业跨越式发展

3月 6日下午6时，当天的全
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小组会议
结束后，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
会副主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
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王宜林接
受了《中国企业报》记者的采访。
他表示，在当天的讨论会上，就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他提出了加快国
内油气资源开发、加强海外油气合
作、开发与节约并重的建议。

多重因素影响，中国油气安
全的脆弱性值得警惕，保障我国
能源安全供应，不仅是企业的事
情，也是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焦
点。王宜林表示，作为油气企业，
中国石油非常关注我国能源安
全，尤其是油气供应安全。

据悉，我国人均占有石油资
源量不及全球人均占有石油资源
量的1/4，天然气人均资源量是全
球人均的近1/3。随着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生产速度赶不上消费速
度。尽管 2018 年我国原油产量
1.89亿吨，但表观消费量达到6.25
亿 吨 ，导 致 对 外 依 存 度 接 近
70%。天然气产量 1610 亿立方
米，增速 7.5%，但是消费量 2766
亿立方米，增速16.6%，天然气对
外依存度超过40%。

近年来，我国石油和天然气
对外依存度不断增长，给国家油
气供应安全造成很大压力，必须
多措并举保障国家油气供应安
全。对此，王宜林建议：

一、加快国内油气勘探开
发。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在国民经

济发展的能源保障中起到“压舱
石”和“稳定剂”的作用。习近平
总书记做出关于大力提升勘探开
发力度，保障能源安全的批示，非
常及时和鼓舞人心。从实际来
看，加大勘探开发力度是卓有成
效的。中国石油2018年取得了三
个重大发现：准噶尔盆地南缘高
探1井；塔里木盆地中秋1井；四
川盆地的永探1井。这些新领域
的重大发现证明了中国石油一直
坚持的“稳定东部、发展西部、拓
展海上和油气并重、立足常规、加
强非常规”的战略布局是正确的。

在加快国内油气勘探开发中，
应牢固树立“在保护中开发，在开
发中保护，环保优先”的理念，按照
这个原则推进油气勘探开发工作。

二、加强国际油气合作。作为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必须立足
全球资源，通过加强国际油气合
作、按照“合作双赢”的理念来利用
油气资源。按照中央的要求，中国
石油在国际合作当中取得了显著
的成绩，2018年，中国石油海外油
气权益产量当量9818万吨，预计
2019年就可达到1亿吨。加强国
际油气合作，必须坚定不移。

三、开发与节约并重，节约优
先。中国石油拥有130万名员工，
无论勘探、开发还是炼化、销售，
包括中石化和中海油的同行，他
们在自然条件艰苦、高温高压、易
燃易爆的环境下工作，为祖国人
民开采珍贵的油气资源，十分不
易。尽管我国有自己的油气资
源，还是希望大家高度树立开发
与节约并重、节约优先的理念。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王宜林：

多措并举保障国家油气供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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