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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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以上：
刷屏的“创新力”指标

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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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你在“风口”之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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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大幅提升普及率，

5G“网”出怎样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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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核心产业占比提升，

数字中国有哪般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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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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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数说中国

两会特稿

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提高社会
建设水平。注重解民忧、纾民困，及时
回应群众关切，持续改善人民生活。

刚刚过去的2020年，我省始终坚持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进民
生福祉。“十四五”开局之年，在北京参加
全国两会的我省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
民生投入应该跟着民“声”走，持续增加
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优质公共服务
供给，让民生答卷写满“妥妥的幸福”。

享受更加公平优质教育
教育关系千家万户，享受公平优质

的教育资源是人民群众的向往。
全国人大代表、省委教育工委书记

叶仁荪认为，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发
展，群众不仅希望孩子“有学上”，更希
望能“上好学”。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
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落实到
我省就是要准确把握发展新阶段对教
育资源供给提出的新需求，努力提供更
加公平、优质、包容的教育。

“具体措施就是推动学前教育普及
普惠安全优质发展，全面实施学前教育
质量提升计划。巩固公办园建设和小
区配套园整治成果，重点关注边远贫困
地区和城市新增人口集中地区，持续
扩充学前教育资源。”叶仁荪表示，同时
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主要是聚
焦“城市挤、乡村弱”问题，发挥好编制、
待遇、周转房建设等杠杆作用，加快完
成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优化
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布
局，提高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公办学校
就读比例，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

患者就医不再难不再贵
“医改、医保是人人关心的问题，也

是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的话题。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医改、医保方面又
释放了诸多政策红利。”代表委员们认
为，随着医保资金“池子里的水”不断
增多，作出更多政策安排，让老百姓享
受更多医保待遇；同时，促进“互联网+医
疗健康”规范发展，扩大优质医疗资源
服务范围，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发挥互联网优势，有利于方便患者
就医。”全国人大代表、省儿童医院信息科

科长胡梅英建议，打通公民身份基础
信息、医保结算信息、地理定位信息、
诊疗信息等健康医疗相关信息，建立
全国统一、安全、可信的行业数据交
换、共享平台。她说：“建设全民健康
信息平台，是推动区域信息共享互认、
促进全民健康大数据融合应用、发挥
健康医疗数据便民惠民作用的重要途
径，对于提升统筹医疗卫生资源、创新
医疗服务模式、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人才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代表委员
们一致认为，乡村振兴关乎民生福祉,
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二者的有效
衔接，不仅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预
防和化解返贫风险，而且对促进完善新
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国人大代表、进顺村党委书记罗
来昌表示，带领村民奔小康，就是要积极
探索村企分开的村级管理模式，强化村
级人才队伍管理，建立村级人才储备制
度。比如引导回村大学生、退伍军人创
新创业，服务村级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
力争打造全省首个村集体纯收入亿元
村，让村集体经济发展更多惠及群众。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可以
解决群众就业，提高村民收入。”全国人
大代表、井冈山市神山村党支部副书记
左香云认为，退出脱贫序列只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推动乡村振兴就是借
助互联网把村里的特色农产品、手工制
品，第一时间销往城市，“让城市居民感
受到村里的文化气息，让村民们的日子
越过越好，生活越来越幸福！”

数据链接：
2020 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46.17

万人，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58.86万人，
分别完成年计划的124.8%、117.7%。

2020 年，棚户区改造开工 20.42 万
套、居全国第一，纳入 2019年国家计划
的 686个老旧小区改造全面完工，农村
危房改造全面完工。

2020年，省本级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
实社保基金工作完成，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实现省级统收统支，工伤保险基
金实现市级统收统支，城乡残疾人“两项
补贴”标准实现统一，社保卡覆盖全省99%
人口并在七大领域初步实现一卡通用。

共享发展成果
人人感受幸福

——代表委员热议增进民生福祉
本报记者 余红举

新华社北京 3 月 9 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
第一次会议 9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
举行。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大会主席团常务
主席、大会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
会秘书长杨振武作的大会秘书处关
于政府工作报告审议和修改情况的
汇报，审议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
议草案代拟稿。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
委员会主任委员徐绍史作的全国
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十四
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草
案的审查结果报告有关情况的汇
报、关于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1 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审查结果
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审议了两个
审查结果报告。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耀斌作的全国
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 2020年中
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1年中
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
有关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审查结果
报告。

会议听取了杨振武作的大会秘
书处关于“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
景目标纲要的决议草案代拟稿、关于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 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的决议草案代拟稿、关于
2020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1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草案
代拟稿的汇报，审议了三个决议草案
代拟稿。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
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作的全国人
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全国人大
组织法修正草案、全国人大议事规则
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关
于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的决定草案、
关于修改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的决定
草案。

会议听取了李飞作的全国人大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完善香港特
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审议结
果的报告，审议了决定草案修改稿。

会议同意将上述决议草案、报
告、决定草案、决定草案修改稿等提
请大会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审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曹建明、张春
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
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
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出席
会议。

新华社北京 3 月 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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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团常务主席栗战书主持
会议。

会议应到174人，出席171人，缺
席3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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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表们一致认为，政府工作报告通篇
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总结工作实事求是，分析形势准
确深刻，设定目标切合实际，部署工
作重点突出。报告体现了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体现了对新发展阶段、新发
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深刻把握，顺
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是一个旗帜鲜明、凝心聚力、求真务
实的报告。代表们普遍表示赞成这
个报告。代表们充分肯定国务院过
去一年的工作，普遍赞同今年工作
的部署和安排。审议中，代表们也
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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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团常务主席根据各代表
团的审议意见和报告修改情况，建
议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并代拟了关
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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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议
草案提请各代表团审议。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委员徐绍史向会议作了财政经济
委员会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纲要草案符
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的
目标和要求，体现了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符
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安排总体可
行。建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

徐绍史向会议作了财政经济委
员会关于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1 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审查
结果报告。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总体良好。国务院提出
的 2021 年计划报告和计划草案，符
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符合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实际，主要指标和工作安
排总体可行。建议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国
务院提出的《关于 2020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的报告》，批准 2021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史耀斌向会议作了财政经济
委员会关于 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执行情况与 202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财政经济委
员会认为，2020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执行情况总体良好。国务院提出的
2021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贯彻
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符
合预算法规定，总体可行。建议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 2020 年中
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1年中
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
2021 年中央预算草案，同时批准
2021 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
151089.22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限额
181685.08亿元。

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财政经济

委员会的三个审查结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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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7 日，各代
表团认真审查了计划报告和计划
草案、预算报告和预算草案。国务
院根据代表们的审查意见，分别对
两个报告进行了认真修改。主席
团常务主席根据各代表团的审查
意见、国务院作出的修改和财政经
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建议批
准“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草案、计划报告和计划草
案、预算报告和中央预算草案，并
代拟了关于“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计划报告和计
划、预算报告和预算的三个决议草
案。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将关于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
议草案、关于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1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草
案、关于 2020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
行情况与 2021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的决议草案提请各代表团审议。

3 月 8 日上午，各代表团认真审
议了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草案、全
国人大议事规则修正草案、关于完
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草案。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对各项
草案进行了审议，分别提出了两个
修改法律的决定草案和一个决定草案
修改稿。主席团会议听取了宪法和
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作的宪法
和法律委员会关于全国人大组织法
修正草案、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修正
草案、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
举制度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
告。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这三个
审议结果的报告及两个关于修改法
律的决定草案和一个决定草案修改
稿，并决定将两个关于修改法律的
决定草案和一个决定草案修改稿提
请各代表团审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王晨、曹建明、
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
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
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
华、杨振武出席会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一次会议举行
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同日举行

栗战书主持

新华社北京 3 月 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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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强总理将出席记者会

这几组关键数据，带你走进未来五年的创新中国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戴小河 杨玉华

新华社北京 3 月 9 日电 政协第十
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二次主席会议9
日下午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情况的综合汇报，审议
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
议（草案）、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关于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以
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草案）、政
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

于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
的报告（草案）、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
会第四次会议政治决议（草案）。会议
决定将上述文件草案提请 3 月 10 日上
午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刘奇葆、
帕巴拉·格列朗杰、董建华、万钢、何厚
铧、卢展工、王正伟、马飚、陈晓光、梁振
英、夏宝龙、杨传堂、李斌、巴特尔、汪永
清、何立峰、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
成、何维、邵鸿、高云龙出席会议。

汪洋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听取全国政协十三届
四次会议情况汇报
审议有关文件草案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9 日电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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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大会秘
书处议案组组长郭振华介绍，过去一年
来，代表们克服疫情影响，通过多种方式
更加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为提出高质量
议案打下坚实基础。据统计，代表通过
专题调研、集中视察或座谈走访等方式
形成的议案，超过议案总数的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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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