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新年伊始，地方两会密集召开，2023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和经

济社会发展计划相继发布。本期动态转载了北京等地政府工作报告

中关于教育科技人才重点工作的一体化部署安排，以及学校服务区

域经济会发展重点任务。此外，整理了学校发展相关政策资讯，供

各位领导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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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政要闻 

习近平：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月 7 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

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

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以下为内容节选。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

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在认识上不断深

化，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进一步深化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

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

我们在战略上不断完善，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战略支

撑。我们在实践上不断丰富，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

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

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

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这 5 个方面的中国特色，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中

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

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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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

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

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

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进行顶层设计，需要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

势，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深入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使制定的规划和政策体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要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通过改革创新来推动事业发展。要增强战

略的前瞻性、全局性、稳定性，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着

眼于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把战略的原则性和策

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要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

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确

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突出位

置，积极识变应变求变，大力推进改革创新，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

新优势，充分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

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

促进、相统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国

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

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重点领域安全。要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

强，坚持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要不断扩大

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用好国内国际两

种资源，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来源：新华社，2023-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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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统筹部署教育科技人才工作 

日前，地方两会密集召开，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相继发布。以

下节选了北京市、新疆自治区以及昌平区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 2023

年教育科技人才重点工作的一体化部署。 

北京市：强化教育、科技、人才支撑，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充分发挥首都科教资源和人才智力优势，突出教育优先发展，

加强人才引领驱动，聚焦科技自立自强。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深入推进首都教育现代化，加快建设高

质量教育体系，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支持在京高校“双一流”

建设。 

打造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加快培育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推动国家实验室高质量运行。出台基础研究领先行动方案，实

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行动计划。拓展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

新范式，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和共性技术平台。加快

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创新，深化知识产权全环节改革，全面实施质量

提升行动和首都标准化战略。 

大力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推进科技园区管理体制改革和空

间布局优化，着力提升各分园发展质量，健全“三城一区”融合发

展机制，未来科学城加紧建设“两谷一园”。 

全面增强首都人才凝聚力。实施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方案，面

向全球招贤引才，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支持企业与在京高校院

所共建产教融合基地、特色研究院、交叉学科实验室，加快培养高

精尖产业急需紧缺人才。深化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等体制

机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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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自治区：办好高质量教育 加快创新驱动发展 落实人才强区战略 

办好高质量教育。以就业和产业为导向，实施职业教育提质培

优行动计划，实施高等教育承载力提升工程，加快推进新疆大学“双

一流”建设，积极开展部区合建工作。 

加快创新驱动发展。落实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用好“四

方合作”机制，全力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试验区高质

量发展，加快培育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制造

业创新中心等国家级重大创新平台，积极创建国家实验室新疆基地。

围绕“八大产业集群”特色优势领域，实施一批重大创新工程。持

续提高财政科技投入，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落实人才强区战略。实施“天山英才”“天池英才”等自治区

重点人才计划项目，用好 100 亿元人才基金。 

昌平区：强化教育、科技、人才支撑，以未来科学城为中心加快建设全

球领先的技术创新高地 

深化未来科学城体制改革，攻关未来科技、发展未来产业、集

聚未来人才，突出教育优先发展，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提升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支持昌平国家实验室在轨高质量运行，

保障过渡空间加快投用，推动重大攻关成果不断涌现。健全国家实

验室成果转化机制，推动研发成果转化落地。聚焦打造央企原创技

术策源地，围绕碳捕集、氢能、先进储能等领域，促进央地、央校

组建创新联合体，发挥共性创新平台牵引作用，构建产学研用深度

融合新范式。 

打造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实施中关村昌平园改革发展提升“1+2”

方案，承接新一轮先行先试政策落地。生命谷坚持软硬环境“双提

升”，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能源谷坚持内外引入“双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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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推动央地合作 21 项任务落地。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系统推进校城融合。实施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计划，支持高校在昌办学。制定校城融合创新发展行动计

划，“一校一策”制定方案，形成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校地融合

的昌平样板。健全高校成果转化促进机制，提速清华科学城等项目

建设，搭建创新孵化载体，实施 100 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推动研

发经济破题。 

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实施高水平人才高地核心区建设方案，

集聚一批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引进一批技术经

理人和科研项目经理，推广“科技副总”“科技副主任”柔性引才

机制，落实人才服务包制度。 

（来源：北京市、新疆自治区、昌平区政府网站，2023-01-28）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数字变革与教育未来” 

2 月 13 日至 14 日，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以“数

字变革与教育未来”为主题，旨在落实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

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的全球数字发展道

路，响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教育变革峰会上的愿景声明，推

动数字教育国际合作。大会发起成立了“世界数字教育联盟”，发

布了 7 项智慧教育平台标准规范、《中国智慧教育蓝皮书（2022）》

与 2022 年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指数报告等重要成果。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大会主旨演讲中提出了对全球数字教育发

展“公平包容、更有质量、适合人人、绿色发展、开放合作”的价

值愿景，介绍了中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四项重点工作：一是建

强国家中心，汇聚共享优质资源。二是强化数据赋能，提升教书育

人效力。三是提升数字素养，助力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四是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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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合作，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繁荣。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提出了六点倡议： 

一是加强政策对话沟通。倡导各国加强教育数字化政策对话，

就教育数字化的新理念、新战略，以及规划、标准、监测评估等广

泛深入交流，共同探讨有效政策以弥合数字教育鸿沟、促进教育公

平包容、提升教育质量并确保数字化应用符合安全与伦理规范。 

二是推动基础设施联通。倡导在数字教育基础设施体系设计，

数字教育平台、智慧校园、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以及安全技术等方

面加强交流合作，促进数字教育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三是推进数字资源共享。呼吁面向多样化需求，坚持共建共享

原则，合作建设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让优质数字教育资源

惠及范围更加广泛，特别是处境不利的地区和群体，确保教育公平

包容。 

四是加强融合应用交流。呼吁加强教育数字化应用最佳实践的

交流，鼓励协同开展数字技术教育应用循证研究，合作开展课程开

发、教育教学应用创新，协作探索数字时代人才培养新方式、数字

教育治理新模式。 

五是开展能力建设合作。呼吁在教师与管理者培训方面开展广

泛交流合作，合作开发教师数字化备课授课解决方案，共建学生数

字能力培养课程和教师教育数字图书馆。 

六是建立健全合作机制。呼吁打造国际交流合作长效机制与平

台，推动建立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打造全面、务实、包容的高质量

伙伴关系，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南北南合作，共同关注解决数字教

育发展中青年面临的问题。 

（来源：教育部，2023-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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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两政策支持能源与高新技术产业融合创新 

日前，工信部联合有关部门连续出台《关于推动能源电子产业

发展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机器人+”应用行动实施

方案》（简称“方案”），推进能源电子产业与机器人产业发展。 

意见提出，加快推进电子信息技术和新能源需求融合创新，加

强光伏储能技术攻关，推动智能化开采和清洁高效利用。全面加强

能源电子人才培养，到 2030 年形成健全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体

系。加强能源电子人才队伍建设，完善从研发、转化、生产到管理

的多元化、多层次培养体系。优化人才评价和激励制度，畅通人才

流动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鼓励高校加快能源电子相关学科专

业建设，开展高素质人才联合培养和科学研究，推进与世界高水平

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合作交流。深化能源电子领域产教融合，鼓励校

企联合开展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探索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 

方案提出，面向经济发展与民生 10 大重点领域，深化“机器人

+”应用拓展。能源领域研制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巡检、应急处置等

机器人产品；推动突破复杂环境下的运动、感知、作业关键技术；

推广机器人在光伏电站、油气管网、主干电网等能源基础设施场景

应用。教育领域研制交互、教学、竞赛等教育机器人产品及编程系

统；针对教学、实训、竞赛等场景开发更多功能和配套课程内容；

积极培育机器人校园服务新模式和新形态。加强“机器人+”领域人

才培养，强化机器人工程相关专业建设，培养引进机器人应用高端

研发人才和标准化人才，加强人才国际交流，打造领军人才和创新

团队。鼓励企业单位与高校院所等合作，共建人才实习实训基地，

联合开展机器人应用人才培养。 

（来源：工信部，2023-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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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时政要闻 

◆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 国新办发布《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书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质量强国建设纲要》 

◆ 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规定》 

◆ 科学技术部公开征求《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意见 

◆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成果发布：① 智慧教育蓝皮书与发展指数报告  ② 智慧教育平

台标准规范  ③世界数字教育联盟倡议 

◆ 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发布实施《科技评估质量控制规范》和《科技成果五元价值评

估指南》两项标准 

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3-02/07/c_1129345789.htm
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3-02/07/c_1129345789.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23-01/19/content_5737923.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23-02/06/content_5740407.htm
http://www.mohrss.gov.cn/xxgk2020/fdzdgknr/zcfg/gfxwj/rcrs/202302/t20230201_494142.html?keywords=
https://www.most.gov.cn/tztg/202302/t20230213_184526.html
https://www.most.gov.cn/tztg/202302/t20230213_184526.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302/t20230213_1044284.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302/t20230213_1044285.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302/t20230213_1044285.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302/t20230213_1044318.html
https://www.most.gov.cn/kjbgz/202302/t20230210_184504.html
https://www.most.gov.cn/kjbgz/202302/t20230210_1845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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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参考 

清华大学：搭建校地合作联合体 

清华大学与江阴市合作发起了江阴-清华创新引领行动计划（以

下简称“江阴-清华专项”），致力于推动江阴的重点产业、企业与

清华大学对口优势学科建立深度、持久的合作关系。 

江阴-清华专项搭建了由清华大学科研院、江阴市科技局、江阴

(北京)创新中心构成的“学校-地方-专业机构”协作联合体，共同

突破校企合作的三大“卡脖子”难题。一是打破信任门槛，预研专

项先“埋单”。高校院所的技术成果和研发能力是难以定价的非标

产品，存在研发失败后难以界定责任和追偿等问题。专项的预研类

项目资助根据江阴企业需求匹配对接清华相关老师，经双方商议联

合申报研究课题，在评审立项过程中采用“清华教授+江阴企业高管”

双审核制度。二是获取真实需求，技术手册来“敲门”。清华科研

院与江阴科技局深入挖掘校地双方优势，指导江阴(北京)创新中心

配置了一支 10 人左右的技术经纪人队伍，每个季度赴江阴走访

30-50 家有技术承接能力和创新意愿的重点企业，安排专人负责后

续需求匹配、老师对接、合作撮合跟进。三是推动落地实效，品牌

活动搭“桥梁”。通过举办“清澄”系列品牌活动，组建企业和高

校有效对接，为进一步推进江阴、清华科技合作提供重要场景和契

机。 

江阴-清华专项形成了“带土移植”“基金助力”“院系成建制

合作”三大校地和校企合作模式：①技术开发+人才培养的“带土移

植型”合作模式。学校开发的技术在产业化过程中可能出现承接技

术的企业消化不良、胎死腹中的情况，将企业的研发人员派遣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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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院校所在城市，编入课题研发组，接受老师的统一指导，通过 2-3

年的技术沉淀和经验积累，携带技术的研发团队回到企业后可较大

程度地促进技术的产业化应用。②技术+产业+基金合资-孵化培育-

上市公司并购模式。教师在金属、化工、新能源等行业创业的门槛

极高，该类技术的产业化可探索与地方基金、龙头企业协作，以学

校技术入股+江阴产业基金+江阴产业龙头三方合资成立公司的方式

运作，后续经营壮大后出让给江阴的上市公司或单独上市，实现资

本退出。③江阴特色产业与清华优势学科成建制合作模式。围绕地

区特色产业的龙头企业，以此为突破口推动一个企业和一个老师的

合作，逐步深化到该企业与一个院系、实验室合作，并在当地宣传

推广形成示范效应影响同类型企业，以点带面尝试建立地方特色产

业和院校优势学科成建制合作。 

（来源：清华大学，2023-01-12） 

电子科技大学：构建“电子信息+”一流学科新生态 

电子科技大学以“优工、强理、育新、精文”为路径，构建了

“电子信息+”一流学科生态体系，培养跨界融合的复合型人才。 

实施“学科提升战略”，加强传统学科的领先优势，推动学科

结构有序拓展。实施“优势特色学科引领计划”，巩固在电子信息

领域的特色与优势，推动在特定领域方向上取得重大突破，形成世

界一流的电子信息学科集群。实施“基础学科攀升计划”，强力发

展高水平、高起点的理科，加强理科与电子信息优势学科的交叉融

合，形成理科支撑工科共同解决重大科技问题、工科支持理科特色

发展的理工融合新局面。落实“新兴交叉学科融会计划”，围绕新

兴交叉领域，推进电子信息领域学科与理学、医学、管理学等交叉

融合，形成学科发展新优势。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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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入主流、创特色、出精品”原则，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创新

发展。 

充分发挥电子信息领域的综合优势，聚焦“电子信息+”，不

断创造新的学科交叉点。一方面，建立健全多学科交叉的组织模式

和激励机制，组建前沿科学中心、综合性跨学科平台，推动知识创

新和科研攻关。聚焦新兴交叉领域，凝练重点发展方向，培育重大

学术成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另一方面，集成学科育人资源，以

跨学科的课程、教材、平台、导师团队组建为抓手，创新复合型人

才培养机制。在精准医学、类脑智能、量子互联网等领域加快布局，

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 

系统推进学科交叉，增设 12 个新兴交叉专业，形成“理工结

合”“医工交叉”“工管渗透”“工艺联合”的人才培养新生态。

实施“互联网＋”复合型双学位培养计划，融合 4 个学科的 6 个专

业，打通了学院、学科、专业之间的壁垒。打造“新工科+新商科”

“新工科+新艺术”等跨界交叉复合人才培养平台。携手西南财经大

学开创跨学校、跨大类学科人才联合培养，开办“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金融学”联合学位精英人才实验班；携手四川美术学院、四川

音乐学院，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成果转化方面深度合作。 

深入推进一流本科教育建设，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全面重构

课程体系。构建“始于新生、贯通四年、逐级挑战”的全新项目式

新工科课程体系，“研究型的教+研究性的学+挑战性的学+创新性的

做”的全方位研究型教学课程体系。研究生招生计划向急需领域、

重大平台、交叉学科等倾斜，鼓励学术学位研究生面向学科前沿和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探索性、创新性研究，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

实践创新能力和职业胜任能力。 

（来源：电子科技大学，2023-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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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科技大学：探索新时代高校文化创新发展路径 

南方科技大学持续推动大学精神内核建设，丰富文化品牌体系，

以文化人、以美育人，以一流文化引领一流大学建设，推动大学精

神与区域发展融合提升，探索新时代高校文化创新发展的“南科路

径”。 

更新实施新版《思想文化建设五年行动纲要》。在第一个五年

纲要指导下，学校系统规划、统筹推进校园思想文化体系建设，推

出并完成了 91 件年度思想文化建设实事。新版五年纲要

（2023-2027）升级为“1+4+12”体系（即“一个目标”+“四大工

程”“十二项行动”），相应提出了思想、教育、文化和传播四个

方面的总体建设目标，更加突出系统性、逻辑性。新版纲要还将推

出“校园文化建设专项资助计划”，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扶持“年度

思想文化实事”，面向学校各部门开放申请，推动大学文化品牌建

设和文化产品生产，增强思想文化建设的统筹能力和导向作用，激

发全校参与思想文化建设的积极性。 

以品牌创新持续提升大学文化影响力。学校不断创新文化育人

新模式，进一步挖掘特色文化资源，充实校园文化品牌谱系，并推

动学校文化品牌走出校园，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和带动力。

开设“培铸‘大学之魂’，勇担时代使命”南方科技大学践行校训

精神展，展现南科大学生的精神底色。拍摄《领航》MV，庆祝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挖掘校园特色，开启科技文化月、

荔枝文化节、文化艺术节、钢琴音乐会、艺术创意集市等校园文艺

活动。 

“科学·科普·科幻”特色校园文化品牌更为鲜明。整合科学

传播、科普教育和科幻创作等资源，不断强化并完善特色校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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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在校园内外进一步弘扬科学精神。以南科大教师最新科研成

果为基础，出版系列科普丛书《十万个高科技为什么》，用通俗语

言讲述前沿领域高科技问题。创设南科大讲堂子品牌“学术人生”，

学校多名学科领军人物、学术带头人与南科大师生畅谈自己的学术

生涯和科研故事，启迪青年师生的学术之路。推出“榕思讲堂”“师

道新语”“SUSTech 科研说”等栏目，讲述南科大教师立德树人故

事，以科学科普解读发挥科技大学的社会效益，结合科研成果原理

设计系列视觉精品。 

（来源：南方科技大学，2023-01-27） 

武汉理工大学：“五位一体”治理机制建设 

武汉理工大学通过构建完善综合改革、内控体系、机构优化、

清单制度、信息平台“五位一体”治理机制，以高效能治理推动学

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深化人事制度为牵引的综合改革，深入推进“三项体制、三项

机制”改革，形成持续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的特色模式。深化“学部

制”建设，促进学科深度交叉融合；推进书院制改革，推动不同学

科之间交融互通的人才培养新模式；优化管办评治理体系，建立质

量评估制度，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

综合评价；深化“放管服”，加快职能部门职能转变，各学院有效

对接办学任务；科学精准“四定”，优化绩效考核体系。 

不断健全内部控制体系。推进规章制度“废改立”，以学校章

程为统领建立健全学校规章制度体系，全面提高依法治校水平。建

立由 3 个子类、25 个细化群组构成的“内部控制体系框架”，把内

部控制贯穿于学校决策、执行和监督全过程。强化制度执行，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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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有计划、年终有检查。建设学校规章制度电子数据库，进一步

推动管理制度化、制度流程化、流程信息化。 

持续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优化编制结构，进一步缩减管理

编制，合理配置专任教师、党政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队伍。成

立评估处，优化调整规划与学科办、信息化办、网络中心、数字资

源中心等机构职能，提高职能部门治理效能。成立交通物流学院、

船海能动学院、微电子学院、计算机智能学院，做大做强传统优势

学科，大力发展新兴交叉学科。 

进一步规范完善清单制度。实施责任清单制度，规范议事协调

机构管理，精简设置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厘清议事协调机构权责边

界。推行二级单位职责清单制度，明确各单位管理责任清单、服务

职能清单和负面清单，强化依责考核和明责问效。 

充分发挥信息化平台支撑作用。推动信息化数据标准建设和“云

网数端”建设，推动数据标准统一和公共数据共享。推进课堂实时

录播系统建设、理工智课平台等教学管理服务平台建设，以教育教

学信息化推动教育现代化发展。推进“智慧理工大”一站式办事大

厅、数据中台等通用服务管理平台建设，深入实施“一张表”工程，

实现“一院一策，一师一册，一生一课表”。 

（来源：武汉理工大学，2023-02-03） 

延伸阅读·发展参考 

◆ 哈尔滨工业大学：服务国之大者 造就时代新人 

◆ 华中科技大学：人才自主培养与科技自立自强经验 

◆ 北京理工大学：与重庆两江新区科技创新成果落地新路径 

◆ 武汉理工大学：瞄准国家急需“高精尖缺”培养卓越人才 

◆ 马陆亭：研究生院应以支撑国家战略为发展重点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NzU5NTEwNw==&mid=2247616984&idx=1&sn=a02171b01828ca8d9083a8772b96becd&chksm=eb609f54dc171642101e58ce262f990bbd192f458422c46a9d88608f52960c21df1e544dbe9b&mpshare=1&scene=24&srcid=0213uWWFl2YxKQU0vpBWVkyA&sharer_sharetime=1676281726949&sharer_shareid=a715ddb53a236d9bd2b8f7d06ce04748#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NzU5NTEwNw==&mid=2247616984&idx=1&sn=a02171b01828ca8d9083a8772b96becd&chksm=eb609f54dc171642101e58ce262f990bbd192f458422c46a9d88608f52960c21df1e544dbe9b&mpshare=1&scene=24&srcid=0213uWWFl2YxKQU0vpBWVkyA&sharer_sharetime=1676281726949&sharer_shareid=a715ddb53a236d9bd2b8f7d06ce04748#rd
https://mp.weixin.qq.com/s/2jxtsU_qfnV84WKahZhRlw
https://mp.weixin.qq.com/s/2jxtsU_qfnV84WKahZhRlw
https://mp.weixin.qq.com/s/-moOdUbsfxByu45heQ0slg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kyNzI0Mg==&mid=2652704395&idx=1&sn=1796abe54b8a10b93c5ca1c186029dae&chksm=bd3b2eae8a4ca7b8473900d03dd7ad330bb7bb9dee814e3439b8f668e6a4e651df04bb84da7c&mpshare=1&scene=24&srcid=0213BepJyBVJxp5j9nkbcKhZ&sharer_sharetime=1676281323605&sharer_shareid=a715ddb53a236d9bd2b8f7d06ce04748#rd
https://mp.weixin.qq.com/s/s7OhuSyIQ8EK3MQS-ksC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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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行业动态 

北京市和新疆自治区：2023 年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任务 

日前，各地方 2023 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陆续发布。结合学校科

技创新全面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以下节选了北京市经济

发展十项任务以及新疆自治区“八大产业集群”建设举措。 

服务北京市主要任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推动能源结构绿色转型 

十项任务之二，是着力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其中，推

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是打造战略科技力量，力争在人工

智能、生命科学等领域取得更多创新应用成果，推动全国重点实验

室、高校院所和科技企业等多元主体协同创新。二是出台基础研究

领先行动方案，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行动计划，在新材料、新

能源等领域布局重大科技项目群，争取更多产业项目在京落地转化。

三是围绕未来新技术前瞻引领、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等重点领域，形

成一批示范带动、突破“卡脖子”技术的重大应用场景。此外，还

提出要深化国际合作，拓展“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高水平举办

国际论坛，并加大对国际组织、国际机构落地支持。 

十项任务之八，是促进经济社会加快绿色转型，包括推动产业

结构、能源结构等调整优化。将打造绿色智慧能源产业集群，加快

国家氢燃料电池汽车检验检测中心等重点项目落地，提速未来科学

城“能源谷”建设，支持新型储能、氢能、低速风电、高效光电等

能源领域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落地。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可再生能源

立法，开展分布式光伏、地源热泵等领域地方标准制修订。签订京

蒙“绿电进京”框架合作协议，投产一批域外新能源项目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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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新疆主要任务：打造高水平创新平台 构建“八大产业集群”体系 

围绕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打造高水平创新平台。加快推进丝绸

之路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试验区建设。加强基础研究，打造克拉玛

依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推进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在自治区重大

战略急需领域培育建设国家和自治区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

技术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做优做强服务区域发展战略的高等教育，

发挥区内高等院校科研优势，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

重大科技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强科技成果转化。 

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加快打造以“八大产业集群”为支撑

的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壮大油气生产加工产业集群。推动油气增储

上产，促进“疆油疆炼、减油增化”。健全石化下游产业链，推动

炼化纺一体化建设。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加快国家大型风电、太阳能发电基地建设，促进蓄能、储能、氢能

等相关产业发展。进一步拓展新材料生产加工能力，促进上游原材

料与下游精深加工协同发展。 

（来源：北京市、新疆自治区政府网站，2023-02-02） 

未来科学城：“能源谷”发展建设三年行动方案 

近日，昌平区印发《未来科学城（能源谷）发展提升专项行动

方案（2022-2024 年）》，明确“两区”赋能“两谷”发展目标，

细化未来科学城“能源谷”发展六大任务 20 项举措。 

“能源谷”未来三年的发展目标是：落实“三个一批+四个一套”

重点园区建设系统工程，突出强化战略科技力量、主窗口示范引领、

先进能源产业集聚发展，抓好深化完善体制机制、牢牢把握创新驱

动、做大做强产业集群、加快推进功能提升、系统完善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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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扩大开放水平等任务落地，探索服务业开放新模式，建设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能源谷。 

科技创新方面，提出牢牢把握创新驱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开展重大科学问题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大力提高协同创新能

力，积极承接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落地。产业发展方面，提出做大做

强产业集群。精准卡位先进能源发展三大关键赛道，聚焦能源互联

网、氢能等细分领域，稳存量扩增量提振主导产业，强化研发经济

新动能。对外开放方面，提升开放搞活水平。加大宣传推介力度，

打造“1+N”创新交流活动，鼓励国际标准创制、绿色低碳技术服务

输出，增强“两区”建设显示度。 

（来源：未来科学城，2023-02-03） 

中国石油：部署 2023 年油气勘探开发等工作 

日前，中国石油密集召开领导小组会议，部署 2023 年油气勘探

开发、“双碳三新”、科技创新等工作。 

油气勘探开发工作：一要突出油气主责主业，加强战略谋划，

切实当好标杆旗帜。二要坚持高效勘探和效益开发，抓好老油田持

续稳产和新区效益建产。三要加强科技创新、抓好技术进步，加快

建设原创技术策源地，争当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四要强化企业管理，

坚持从严管理、精细管理、精益管理，不断提升管理规范化、标准

化、科学化水平。 

“双碳三新”工作：要科学研判宏观形势和市场走势，加快推

进新能源新材料新事业规模化发展。完善考核激励机制，运用 PDCA

管理方法，推进业务高质量发展。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

强碳资产管理，强化节能降耗减排，加快全产业链绿色 CCUS 业务发

展。进一步推进新材料事业，增强清洁能源供应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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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工作：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

合，加快部署实施一批重大基础研究项目，高质量打造原创技术策

源地。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完

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优化科技创新管理体系，做好科普工作，着

力构建开放创新的良好生态。强化科技人才培养，打造干事创业平

台，造就能够担当重任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完善激励政策，为科

技人才发挥作用提供更好保障。 

（来源：中国石油，2023-02-15） 

中国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企业智库建设重点工作 

1 月 18 日，中国海油董事长汪东进在能源经济研究院调研时，

围绕支撑公司战略决策、助推公司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打造高端研

究品牌等方面，明确提出未来海油智库建设的重点工作。 

一要聚焦服务中心大局，持续加强战略研究。围绕国家重大需

求、行业深层次规律性问题，着力提升智力支持和咨询服务水平，

积极承接具有较强影响力的重大研究课题。紧贴公司生产经营实际，

坚持问题导向，产出一批对公司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具有重要价

值的研究成果。 

二要聚焦提升行业影响力，持续加强高端交流平台建设。主动

与国内外知名学术机构和大型能源公司拓宽交流渠道，加强与知名

智库的战略合作，积极促成人员定期交流互访、信息共享、合作研

究，构建内外协作、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良好局面。 

三要聚焦短板弱项，持续加强基层基础管理。健全以决策研究

为导向、以研究人员为中心、以项目研究为纽带的运行机制，探索

建立符合智库发展规律的管理体制机制，把智库课题质量管理和成

果转化应用作为系统工程来抓，不断提升研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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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聚焦“两个作用”发挥，持续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突出

党建引领保障作用，积极探索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新方式新路径，

加强高素质专业化研究团队建设，利用好“揭榜挂帅”等创新机制，

分领域、分层次推进智库研究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培养和使用，加

快建设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智库人才队伍。 

（来源：中国海油，2023-01-18） 

延伸阅读·地方与行业动态 

◆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2年全国油气勘探开发十大标志性成果” 

◆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等5部门印发《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评价方案》 

◆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等5部门印发《北京市创新联合体组建工作指引》 

◆ 中国石化：发布《中国石化绿色低碳发展白皮书》 

◆ 中国石油：五项任务对标高质量发展要求 

◆ 国际能源署（IEA）日前发布《2023年能源技术展望》 

http://www.nea.gov.cn/2023-01/20/c_1310692197.htm
http://kw.beijing.gov.cn/art/2023/1/18/art_2386_26828.html
http://kw.beijing.gov.cn/art/2023/2/17/art_2386_26864.html
http://www.sinopecgroup.com/group/xwzx/gsyw/20230116/news_20230116_318583362284.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DZITzviiTYQMYSJiom7ZQ
https://www.pipechina.com.cn/xwdt/hyzx/525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