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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援疆、科技援藏、科技援青、科技入滇、科技支
宁、科技兴蒙、甘肃兰白—上海张江、贵州贵阳—北京中
关村……一批特色鲜明、灵活高效的东西部科技合作机制
应运而生，东中部地区与宁夏、内蒙古、西藏、新疆、青海、
甘肃、云南、贵州等西部 8 省区广泛开展合作，推动人才
交流、平台联建、联合攻关、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成为欠发
达地区破解创新难题、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金钥匙，同时
为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提供关键支撑。

东西部科技合作渐入佳境
10 年来，东西部科技合作呈现“体系化”“机制化”“组

团式”发展，东西部科技合作引导创新要素加快向西部汇
集，助力西部地区突破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一批新技
术、新产品在西部转化应用，带动地方特色产业向高端化迈
进。

目前，我国大范围推动东西部在科技创新方面进行合
作，全方位、多维度取得积极成效。“西部 8 省区与东中部
省区广泛对接，有效支撑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发
展，已成为部门、地方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治疆
方略，落实区域协调发展、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共建‘一带一路’等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说。

“十年磨一剑”，经过不懈地创新探索，东西部科技合作
逐渐形成长效机制，各类创新要素加速向西部汇集，西部地
区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为高质量发展蓄积新动能。

数据显示，2020 年，西部地区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增
长到 3213 亿元，增速高于东中部地区，有效发明专利达到
24.1 万件，增速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另外，2021 年西部地
区国家高新区实现净利润超过 5000 亿元，是 2012 年的 3
倍以上。

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支撑西部地区解决经济社
会发展中面临的诸多矛盾问题，为西部地区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比如，科技兴蒙助力内蒙古稀土永
磁产业研发和产业化达到国际一流水准；科技援青推动青
海建成世界领先的电池及碳酸锂示范生产线；科技援藏支
持西藏建成青稞核心种子库和牦牛基因库；贵州通过强化
与中关村等产业创新力量的合作，数字经济增速连续 7 年
全国第一……

东西部科技合作不仅坚持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还坚
持为西部地区改善民生福祉提供科技支撑。东西部科技合
作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于西部地区人口健康、公共安全、生
态环境等民生事业，做出了很多积极贡献。比如，国家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吸纳西部地区消化系统疾病、老年疾病等方
面的 2600 多家成员单位参与高水平临床研究，有效服务
西部地区地方病的防治。

同频共振缩小东西部差距
走进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煤制油车间，到处是

一派繁忙景象，工作人员说，项目正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
这个全球单体规模最大、年产 400 万吨的煤制油项

目，是该公司与浙江大学、天津大学等创新团队协同攻关的
结晶，首创高温浆态床费托合成工艺，实现了煤间接液化的
高油品收率和高能量利用效率，成套技术总体处于国际领
先水平。在协同创新过程中，该项目在重大关键技术和大型
装备、材料制造等多个领域实现“零”的突破，打破了国外垄
断，对我国增强能源自主保障能力、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也为宁夏首次摘得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像宁夏这样的欠发达地区，取得这样大的科技进步实
属不易。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从 2018 年的 45.6 亿元增长
到 2020 年的 59.6 亿元；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达到
56.8%，迈入全国二类创新地区……在东西部科技合作机
制的牵引下，宁夏科技创新“朋友圈”迅速扩大，国家技术转
移人才培养基地、新材料研究院等一批研发机构、创新平台
落户宁夏，“科技支宁”、院士专家宁夏行等活动带动 60 多
个科技创新团队、100 多位院士、7100 多名创新人才参与
宁夏科技创新。这种巧借东部力量、加快创新的“宁夏模式”
也迅速在全国推广。

不仅如此，今年 3 月，科技部、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等 9 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东西部科技合作实施方案》，
明确提出支持宁夏建设东西部科技合作引领区，引领形成
东西部创新链产业链融合新路径，引领构建东西部科技成
果产业化协同新模式，引领创建东西部人才智力合作新机
制，打造东西部跨区域协同创新样板。

实践证明，欠发达地区可以通过东西部联动和对口支
援等机制来增加科技创新力量，以创新的思路和坚定的信
心探索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东西部科技合作机制是欠发达
地区破解创新难题、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金钥匙’，抓住了
区域协同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架起了一座让东
部牵手西部、让西部走向东部的连心桥。”宁夏回族自治区
党委书记梁言顺说。

目前，我国已形成以地方各具特色的创新发展为基础、
区域创新高地为起点，跨区域科技合作为纽带，创新城市和
园区为支点的区域创新格局，东西部科技合作作为跨区域

合作的旗帜，在合作方式上从点对点合作向多对一合作来
发展。短短几年间，科技创新之花开始在西部地区绚丽绽
放，一大批创新资源在西部聚集、一大批创新技术在西部转
化、一大批创新成果在西部落地。

“内蒙古出台‘科技兴蒙 30 条’政策，积极推动与北京
市、广东省、中科院、工程院、清华大学、上海交大等建立科
技性能‘4+8+N’合作机制，促进区内外创新主体共赢发
展。近 3 年，内蒙古与区外高校院所、创新型企业合作共建
各类研发机构 68 个，上海交大内蒙古研究院、北方农牧业
技术创新中心、鄂尔多斯碳中和研究院、河套研究院、全球
首个零碳产业园等纷纷落地，使创新合作的基础更加扎
实。”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包献华说，区外优质的创新资源
与内蒙古产业需求对接，一方面实现了高水平技术的推广
应用和价值体现，另一方面提升了内蒙古产业的技术水平
和综合效益，促进合作长久持续。

凝聚央地合力促进西部创新发展
前不久，东西部科技合作工作推进会在宁夏召开，136

个东西部科技合作项目进行了线上和线下的集中签约，累
计签约金额近 27 亿元。另据不完全统计，“十四五”以来各
地达成研发攻关、平台基地、人才交流等各类科技合作意向
1400 余项，涉及金额超过 170 亿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技创新要在解决“结构”和“动
力”上下功夫，为“平衡”和“充分”发展提供关键支撑。“要适
应新形势、新要求，系统谋划新时期东西部科技合作重点任
务。科技部将从完善工作机制、加大科技投入、促进平台跨
区域合作、拓展科技园区合作、加强创新型城市群建设等方
面大力支持东西部科技合作。”王志刚说。

东西部科技合作已经成为提升区域创新整体能力的要
求，要通过科技的要素、体制的优势，使东西部发展不平衡、
东西部差距缩小，提升西部地区的区域创新整体能力。“十
四五”期间，要通过“东部所能”为西部发展提供解决现实问
题，利用西部市场和东部升级创造机遇，实现工程、项目、人
才等领域的深度合作，真正解决共赢的问题。

东西部科技合作要成为促进创新要素高效流动、重要
集聚的桥梁。跨区域合作在方式上已经从点对点合作向多
对一合作来发展，在新形势下，东西部科技合作要进一步活
跃人才、技术等要素流动，向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跨区域深
度融合延伸，对人才等要素要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东西部科技合作要成为组织实施战略科技任务的一个
重要方式，要成为央地合作、合力推进地方创新的重要抓
手。 渊源自新华网冤

东西部科技合作渐入佳境
小麦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它于一万年前起源于西亚地区，在 5200
年前进入中国。但是，它是何时向东南传
播、融入以水稻为主要粮食作物的江苏
沿海地区的，此前一直成谜。8 月 8 日，记
者从南京师范大学获悉，该校联合南京
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和英国纽卡斯尔大
学等中外研究机构对江苏盐城大同铺遗
址开展植物考古的综合研究时发现，距
今 2700 年左右，江苏沿海地区已有小
麦、小米、黄米。伴随着麦类和粟黍农业
的进入，江苏沿海地区逐渐形成了稻—
旱混作的农业模式。该论文在国际学术
期刊《植物科学前沿》发表。

大同铺遗址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建湖
县芦沟镇大同村，距黄海约 73 公里，遗
址面积近 10 万平方米。

2018 年开始，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
古文物系对该遗址展开发掘工作。论文
的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南京师范
大学环境考古研究院执行院长贾鑫副教
授带领的环境考古团队，与南京大学历
史学院赵东升副教授等合作，在 2019、
2020 年度的考古发掘过程中采集了土壤
样品，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浮选，获取了
种子、果实、木炭等碳化植物遗存。

贾鑫介绍，团队运用碳 14 测年技术
对这些种子进行年代测试后发现，大同
铺遗址所在的江苏沿海地区的先民，在
西周—东周过渡阶段，最晚在约 2700 年
前，已经开始种植水稻、小麦、小米、黄米
和大麦等作物。在这些农作物遗存中，水
稻依然占有绝对的优势，延续了我国南方地区稻作农业的
传统，其次是小米和小麦，黄米和大麦较少。

“该时期大量小麦和小米的发现，在江苏沿海地区尚
属首例。”贾鑫表示，大同铺遗址出土农作物种子的比重低
于两周时期中原等其他地区的考古遗址，这可能反映该时
期大同铺遗址先民的农业活动尚处于早期开发阶段。

西亚起源的麦类作物和我国北方起源的粟黍作物，为
何能在距今 2700 年前后的江苏沿海地区大规模发展起
来？

研究团队认为，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有团队在
对距该遗址 15 公里的盐城冈西剖面研究时提出，该地区
的古湖泊在距今 2880 年前水位逐渐降低。水位的降低为
古代先民提供了更广阔的陆地资源，便于先民在此进行生
产生活。

“第二，有古气候变化研究显示，距今 2800 年前存在
全球范围的气候突变冷事件，这次气候的冷干化导致中原
地区粮食产量降低，土地难以满足先民的生存需求，人地
矛盾突出，中原地区也由稳定的西周王朝向社会动荡、战
争频发的东周王朝过渡。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在中原，这
次事件很可能导致先民们从中原地区向当时的边疆地区
迁徙，其中也包括江苏沿海地区。”贾鑫说。

他同时介绍，伴随着中原地区的人群迁徙，中原地区
具有小麦和粟黍旱作农业技术的先民也在西周—东周过
渡阶段向东、南迁徙，与本地的稻作农业人群融合，在江苏
沿海地区形成了稻—旱混作的农业模式。

江苏东部沿海地区是早期人类活动和环境变化研究
的关键地区之一，“这项研究为进一步了解江苏沿海地区
的农业发展历史、麦类和粟黍作物的传播路线提供了新的
关键证据。”贾鑫说。 渊源自新华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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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报》记者 8 月 8 日从 2022 世界机器
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持
续增长，2021 年工业机器人产量达到 36.6 万台，同
比增长 67.9%。服务机器人产量达到 921.4 万台，同
比增长 48.9%。下一步，工信部将进一步维护机器人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加快实施“机器人 +”应用行动，
支撑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

近年来，我国机器人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工信
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汪宏介绍，工业机器人已应
用到国民经济 52 个行业大类，143 个行业中类，不
仅加速了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步伐，也全面支撑
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等新兴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服务机器人在餐饮、零售、物流配送、医疗康复等领
域不断提升社会服务水平。特种机器人作业能力明
显增强。

“我国基本形成了从机器人零部件到整机，再
到机器人应用的全产业链体系，产业链韧性不断增
强。一批零部件、整机、系统集成的‘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脱颖而出。”汪宏说。

工信部将进一步维护机器人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全面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加快实施“机器人 +”应
用行动。

在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上，将持续推动国内
外企业、研发机构加强联系，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
络，推动国内外机器人零部件和整机企业形成互相
依存、共同发展的产业链供应链伙伴关系。在全面
提升产业基础能力上，将系统推进机器人核心零部
件、软件和整机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持续推动机器
人共性技术研究。

同时，工信部将加快实施“机器人 +”应用行动。
“我们将深耕行业应用，遴选发布一批应用成效显
著的机器人产品和场景。同时拓展新兴应用，鼓励
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形成一批先进适用的机器人产
品和解决方案，支撑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
级。”汪宏说。 渊源自新华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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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8 日，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松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
称《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上做专题发言，全面阐述中国在核不
扩散问题上的立场主张，坚决反对美英澳开展核动力潜艇合作，
并警示日本和相关国家不得在亚太地区复制“核共享”。

李松表示，《条约》是国际防扩散体系的基石。任何利用核扩
散服务狭隘地缘政治私利的行径，都与《条约》防扩散初衷背道而
驰，并严重损害《条约》有效性和权威性。美国大搞集团政治和阵
营对抗，拼凑排他性的“小圈子”“小集团”，在亚太地区兴风作浪，
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构成新的冲击和挑战。美英澳核潜艇合作和
亚太地区“核共享”论调，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面临的两个重大新
课题。

李松强调，美英澳核潜艇合作史无前例，是教科书级别的核
扩散。三国的地缘战略意图“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美英身为

《条约》存约国，作为核武器国家，悍然决定向无核武器国家转让
核潜艇动力堆和数以吨计的武器级高浓铀，构成严重扩散风险，
充分暴露两国的“双重标准”。三国核潜艇合作威胁亚太各国安
全，挑动阵营对抗，刺激军备竞赛，对南太平洋无核区和东南亚无
核武器区造成严重损害，是对《条约》目的和宗旨的公然践踏。中
方敦促三国改弦更张，撤销开展上述核潜艇合作的决定，为维护
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做些实实在在的好事。

李松表示，“核共享”与《条约》宗旨和原则背道而驰，本身就
是核扩散。中方敦促美国废除“核共享”政策，将部署在国外的核
武器全部撤回本国。值得警惕的是，“核共享”有向亚太地区扩散
的迹象。日本等个别国家近来反复出现寻求与美“核共享”的声
音。在日本向本次审议大会提交的报告中，删除了以往报告提及
的“无核三原则”。这是否意味着日本的核不扩散政策出现重大调
整？日方欠缔约国和国际社会一个明确的交代。

李松强调，任何把“核共享”模式复制到亚太地区的企图，都
是明目张胆的核扩散，必将遭到本地区国家的坚决反对，以及必
要时的严厉反制。 渊源自新华网冤

中国裁军大使院

中国坚决反对美英澳核潜艇
合作、在亚太复制“核共享”

8 月 8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按计划，继续在台
岛周边海空域进行实战化联合演训，重点组织联合反潜和
对海突击行动。

战区海军多艘驱护舰和多型多架战机、多个岸导火力
单元，在战区统一指挥下，按照“战训一致、体系用兵”的要
求，重点组织了联合反潜演练。由反潜巡逻机、水面舰艇、舰
载反潜直升机组成的联合反潜作战编组在目标区域组网建
链，协同展开对潜搜索、模拟攻击、综合防抗等演练。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某机组空中战术指挥长张晓
珅说：“我们与多兵种联合构建海空一体反潜作战体系，搜
索的广度、深度、精度得到有效加强。” 渊源自人民网冤

东部战区接续开展
联合演训组织联合
反潜和对海突击行动

连日来，多国友好组织和人士致函中国人民对外友
好协会或通过其他方式对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中
国台湾地区予以严厉谴责，一致认为这一行径严重违反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粗暴干涉中国
内政，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破坏台海和平
稳定。这些友好组织和人士一致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
原则，坚定支持中方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采取的
必要反制措施。

强烈谴责佩洛西窜访的挑衅行为
意大利中国友好关系协会主席玛利亚·莫莱尼表示，

该协会对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这一行径表示强烈谴
责。美国不仅给亚洲制造问题，也给全世界制造巨大麻
烦。佩洛西的举动危害地区稳定，充分显示出美国政治中
存在的乱象。

哥伦比亚中国友好协会发表题为《对中国的挑衅，危
及世界和平》的声明，表示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是不
负责任的行为，危及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佩洛西为

“台独”分裂势力打气撑腰，绝不是小事，更不应该当作个
人私事。

萨尔瓦多中国友好协会主席马努埃尔发表声明，强
烈谴责和抗议佩洛西窜访，认为这一行径是对中国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挑衅，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美三个联
合公报规定和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践踏了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斯里兰卡中国协会执行主席吉尼斯·德席尔瓦强烈
反对和谴责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德席尔瓦表示，美
方错误行径是对中方的公然挑衅，不仅违反了联合国宪
章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也违反了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和接
受的一个中国原则。

加纳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本杰明表示，佩洛西窜访
是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公然违背。美国应尊重中国核
心利益，不应向“台独”分子发出错误信号。

印度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卡纳塔克邦印中友协主

席巴斯卡兰代表印中友协强烈谴责佩洛西窜访及美国对
中国内政的干涉。他强调，美国控制全世界的图谋不会得
逞。

太平洋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安东尼·莱昂撰文说，佩
洛西窜访违背了 1971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展
现了美国外交的丑陋嘴脸，以及对其他国家主权的公然
漠视。

土耳其中国商业促进友好协会主席阿德南·阿克菲
拉特发表声明，谴责佩洛西窜访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
土完整。美国再次向世界表明它是一个言而无信的国家。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中心批评佩洛西窜访对地区安
全局势的危害，指出窜访不会改变中国实现统一这一不
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主席梅利尼科夫在俄国家杜马

官方网站发文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指出佩洛西窜访
是冒险和不负责任的行为，是美方破坏全球局势稳定的
又一例证。

阿拉伯中国友好协会联合会发表声明，重申阿拉伯
人民始终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坚决反对一切利用台湾问题破坏地区安
全和稳定的图谋和挑衅行为。

泰中友好协会会长功·塔帕朗西表示，泰中友好协会
和泰国政府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世界上只有一个中
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泰中文化经济协会副会长蔡百山撰文指出，佩洛西
窜访违反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破坏了全球
和平稳定，国际社会绝不接受。

突尼斯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热巴利发表声明，强调一
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任何国家都不会允
许别国肆意侵犯自己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佩洛西窜
访将对中美关系造成破坏，也将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造
成损害。

白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副主席格里什克维奇撰文批
评佩洛西窜访，并表示白俄罗斯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

尼加拉瓜中国友好协会主席梅尔卡多表示，坚定支
持一个中国原则。佩洛西窜访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
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干涉中国内政。

坚决支持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斯里兰卡中国友好协会发表声明指出，斯中友协坚

决支持中国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美国及“台独”分子必
须意识到，中国完全统一不可阻挡。

斯里兰卡中国社会文化合作协会主席英德拉南德·
阿贝塞克拉强烈反对和谴责佩洛西窜访，表示斯中社会
文化合作协会坚定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的立场，支持中国早日实现统一。

佛得角与中国友好协会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并强烈
谴责美方挑衅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反对任何侵犯中国
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言行，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坚
定支持中方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行动。

伊拉克中国友好协会主席海德尔·鲁拜伊发表声明，
对佩洛西窜访表达强烈愤慨，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该协会支持中国
政府和人民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

埃及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希夫尼接受采访时表示，
佩洛西窜访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错误信号，人为制造不稳定因素，这是不可接受的，
中国有权采取反制措施。

摩洛哥中国友好交流协会会长哈利勒表示，佩洛西
窜访将对台海地区稳定造成严重后果，该协会对此表示
强烈谴责，并坚决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中国主权和
领土完整。

渊源自新华网冤

多国友好组织和人士谴责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夏日里袁被誉为野神山冶的冈仁波齐峰和有野圣湖冶之称的
玛旁雍错生机盎然遥 冈仁波齐峰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境
内袁是冈底斯山脉的主峰袁山体终年积雪袁优雅壮美曰玛旁雍错
与纳木错尧羊卓雍错并称西藏三大野圣湖冶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