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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主席
团9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
会议。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将十三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
告、“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计划报告、预算报告的决议
草案和关于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全
国人大议事规则的决定草案，关于完
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草案修改稿等提请各代表团审议。

3月5日下午和6日下午，各代表
团认真审议了政府工作报告。国务
院认真研究了代表们的审议意见，对
政府工作报告作了修改充实，共修改
81处。

3月6日，各代表团认真审查了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草案。国务院根据代表们的审查
意见，对纲要草案认真进行了修改，
共修改55处。 （据新华社）

规划纲要草案单独成篇，聚焦
“数字中国”。2025年，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到
10％。

数字中国，产业是基础。
我国将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
现实和增强现实作为数字经济重点
产业。

“形成较强的信息支撑能力，就
能加快用数字‘赋能’更多领域。”数
字经济领域的不少代表委员认为，提
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指标，旨
在释放创新“N次方”效应。

数字中国涵盖数字社会、数字政
府、数字生态，囊括衣食住行方方面
面。

推动购物消费、居家生活、旅游

休闲、交通出行、教育医疗等各类场
景数字化……新图景的点点滴滴，在
规划纲要草案中勾勒显现。

“未来十年，自动驾驶、机器翻
译、数字城市运营等技术会出现从量
变到质变的转化。”百度董事长李彦
宏委员说，数字技术全面产业化，将
重塑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迎来更具
创造力的时代。 （新华社）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收到代表议案473件
收到代表建议
约9000件

9日从十三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秘书处获悉，到大
会主席团决定的代表提出
议案截止时间 3月 8日 12
时，大会秘书处共收到代表
提出的议案473件。此外，
目前收到代表对各方面工
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约9000件。

据了解，经初步梳理，
今年代表提出的议案绝大
多数为法律案，共有 465
件。从议案内容看，主要集
中在加强民生保障和社会
治理、健全现代化经济体
系、生态环保和绿色发展、
完善国家机构组织和职能
以及公共卫生、国家安全等
领域的立法。从法律部门
看，七个法律部门都有涉
及，比较多的是行政法和经
济法类，分别有 172 件和
120件，合计占到近 63％。
从立法方式看，除传统的立
改废释外，还有涉及法典编
纂和法律清理方面的议
案。从议案文本看，案由案
据比较明确具体，附有草案
文本的法律案有242件，达
到法律案总数的一半以
上。

（据新华社）

李克强总理
11日出席记者会

3月 11日下午十三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在人
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出
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
提问。

为有效防控疫情，共同
维护公共卫生与健康，记者
会将采用网络视频形式进
行。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进行现场直播，新华网进
行现场图文直播。

（新华社）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

政府工作报告拟作81处修改
“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拟作55处修改

刷屏的“创新力”指标如何理解？7％以上

两会预告这几组关键数据
带你走进未来五年的创新中国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5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等一系列重磅表述，凸显创新分量；量子信息、脑科学、空天科技等诸多名词亮相，
让人期待。未来五年，创新如何改变中国？几组关键数据，我们一起“解码”。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7％以上、力争投入强度高于‘十三
五’时期实际”，这句话迅速在网上刷
屏。

科技创新离不开科研经费的支
撑。在一定程度上，研发投入被视为
衡量“创新力”的重要指标。

“十三五”时期，我国全社会研发
经费投入从2015年的1.42万亿元增
长到2020年预计2.4万亿元左右。

未来五年，年均“7％以上”的增
速，意味着用更大力度去整合优化全
社会科技资源，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
的步伐提速。

研发经费投入增加不仅是数字
的增长，还有结构的变化。

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
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每万人口高价
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2件——规划
纲要草案中，这两个数值得关注。

“十三五”时期，我国基础研究经
费增长近一倍，在“十三五”末期，占
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比例已经超过
6％。

“我们在基础研究、颠覆性技术
创新、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还需
要继续补短板、强弱项。”中国工业互
联网研究院院长徐晓兰委员认为，发
明专利等一系列指标安排，表明我们
更加强调创新的质量。

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你在“风口”之上吗？17％

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在实体经济，
而今天的技术往往酝酿着明天的产
业。

规划纲要草案在明确一系列创
新指标同时，特别提出构筑产业体系
新支柱，前瞻谋划未来产业。

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是一个
新动能“孵化器”。2019年，我国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
11％。规划纲要草案中，这一比重超
过17％。

“我国经济发展已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阶段的转换要求产业价值链
不断攀升。目标的设定体现了推进
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决
心。”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寿代表说。

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聚焦新一代
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
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
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应
用。

这些领域，既有我们要保持优势
的“长板”，也有需要补齐的“短板”。
如果能以更快速度构筑产业体系新
支柱，就能更好掌握发展主动权。

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
未来网络……规划纲要草案聚焦前
沿，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
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北京理
工大学党委书记赵长禄委员认为，快
速精准实现对未来产业的布局，有助
于抢抓风口，把握发展机遇。

大幅提升普及率，5G“网”出怎样未来？56％

规划纲要草案明确，加快5G网
络规模化部署，用户普及率提高到
56％，推广升级千兆光纤网络。前瞻
布局6G网络技术储备。

5G是大量创新的信息基础，也
是诸多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

过去一年，我国5G基站以平均
每周新增超1万个的速度增长。目
前，我国5G终端连接数超过2亿。

规划纲要草案提出的“56％”，意
味着数以亿计的设备互联，5G将向
县镇、乡村更广阔范围渗透延伸。纵
横的网络为数字中国筑牢根基，也将
催生更多应用和场景。

5G会“网”出怎样的未来？
“今年以及未来五年，我们将建

成系统完备的5G网络，5G垂直应用
场景将进一步拓展。”工信部部长肖

亚庆在“部长通道”上说。
更加密集部署基站，5G体验感

将大大增强；聚焦重点行业，更多智
能操作将亮相……

不可否认，当前5G应用还处在
起步阶段。未来5年是5G发展的关
键期，加快网络规模化部署，突破融
合应用发展的难点堵点，智能、泛在
和充满想象力的未来，加快驶来。

核心产业占比提升，数字中国有哪般新图景？10％

两会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