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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KAIHUA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科技创新是产业创新的引
擎，产业创新是科技创新的舞台，
两者存在着紧密联系。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科技创
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提出了更为迫
切的需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决定》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融合发展”。这需要高校
院所与企业加强合作、协同发力，
打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
展中的堵点卡点。

当前，我国的创新力量备受
瞩目，正展现出跻身世界创新前
沿的强劲势头。同时也要看到，
我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两者结
合仍不够紧密。例如，高校院所
缺乏与企业合作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不少科技创新成果只是摆上
了“书架”、锁进了“柜子”，高质量
科技供给不足。此外，当前我国
科技资源主要集中在高校院所，
而企业的科技资源，无论是总量
还是质量，都相对不足。科技资
源的这种分布表明，若没有高校

院所的深度参与，产业创新水平
的提升将受到严重制约。因此，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
展，关键在于加强高校院所和企
业之间的紧密合作，构建资源共
享、人才共用的良性协作机制。

加强资源共享。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要发挥高校在科研中的
重要作用，调动各类科研院所的
积极性，发挥人才济济、组织有序
的优势”。加强高校院所与企业
之间的资源共享，能跳出重复投
入的“内耗漩涡”，实现高校院所
与企业的优势互补，打通科技创
新和产业创新之间的关键链路。
企业借力于高校院所，能弥补自
身基础研究的不足、缓解科研设
备短缺的困境，有助于开拓新产
业新赛道。高校院所借力于企业
的实际应用场景与资金支持，能
促使自身科技创新更加聚焦产业
痛点，有效提升科技供给质量，让
科研成果绽放“产业繁花”。加强
资源共享，一方面，应完善信息沟
通机制，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发布

仪器设备、科研成果、资源需求、
产业发展等信息，推动高校院所
的科技资源与产业需求高效匹
配、精准对接。另一方面，应在保
护高校院所与企业各方合法权益
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资源共享
的新模式新机制，激发各方参与
的积极性。例如，浙江探索推行
的科技成果“先用后转”模式，高
校院所先把科研成果免费共享给
企业使用，企业使用满意后再付
费。该模式加速了高校院所科研
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让高校
院所的科技创新迅速赋能产业创
新。

加强人才共用。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强起来要靠创新，创新
要靠人才。”在当今科技创新日趋
重要、产业创新迭代加速的时代
浪潮下，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
新融合发展，离不开加强人才共
用。高校院所科研人员以柔性引
进、项目合作等灵活方式入企任
职，能精准“解渴”企业高端人才
短缺困境，推动产业创新；企业人

才入驻高校院所担当“产业导
师”，有助于推动产学研深度融
合。加强人才共用必须建立完善
的制度体系。首先，要构建科学
的选派机制，确保高校院所优秀
科研人员与企业及岗位相匹配，
实现人才供需的有效对接。其
次，要建立良好的成果共认机制，
保障人才共用行之有效。高校院
所科研人员在企业取得产业创新
成果，原单位要给予工作业绩认
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评聘职称、
晋升职务，否则就会造成科研人
员“身在企业心在校”、人才共用

“有其形而无其神”的结果。最
后，应出台相应的支持举措和奖
励办法，激发高校院所和企业参
与人才共用的积极性。例如，江
苏推行的企业柔性引才模式——

“科技副总”项目，建立了高校院
所科研人员到企业任职的制度体
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据人民日报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关
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局。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金融
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
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
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
本质区别。”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作出重大部
署，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明确方
向、注入动力。金融强国建设必
须立足中国国情，坚定不移走好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为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金融服
务。

厘清金融在政府与市场间的
职能定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
心，是连接政府与市场、实现资源
高效配置与宏观调控的重要工
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确把
握金融本质。金融要为实体经济
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
群众需要。”要科学定位金融功
能，清晰界定其在政府与市场间
的职能角色，践行金融的政治性、
人民性，提升专业性，走中国特色
金融发展之路。一是始终坚持党
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深化党建与公司治理的有机
融合，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党委（党
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
导作用，确保金融机构服务实体
经济的基本定位不发生偏移。二
是恪守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目
标。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
束机制，使金融的职能定位回归
本源，牢牢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在

首位，充分发挥“输血”“造血”功
能，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同频共
振、共生共荣，形成高质量发展的
良性循环。三是让有效市场和有
为政府统筹发力。使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
政府作用，在政府的有力监管下，
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健全
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存贷款利率形
成机制。逐步消除银行利率定价
机制中的双轨制问题，强化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的基准作用，确保
市场利率能够有效传导至贷款利
率。四是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进一步优化金融供给
结构和效率，加快发展多元化股
权融资体系，完善多层次债券市
场，提升直接融资比重，以更好满
足各行业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多样
化融资需求。

统筹金融在发展与安全间的
双重目标。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关
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在保
持活力与防范风险之间找到平
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和
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
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
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
统性风险底线。”在金融监管中，
既要横向洞悉全球风云变幻，筑
牢风险屏障，也要从纵向的金融
发展中汲取经验，确保行稳致
远。一是横向把握国际金融发展
大势，坚守高水平对外开放下的
金融安全底线。当前，国际形势
变乱交织，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

秩序变革加剧，全球宏观金融发
展充满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
必须提升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金
融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切
实防范潜在的国际金融风险传导
冲击，筑牢金融安全网和防火
墙。坚守底线思维，在安全可控
的前提下，积极扩大金融业高水
平对外开放。二是纵向汲取历史
发展经验，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
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
融监管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法治
体系日益健全，监管能力全面提
升，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
险的底线。与此同时，在经济与
金融的高速发展中，仍存在执法
不严、责任不实、监管空白、责任
不清等问题，导致一些地区高风
险中小金融机构偏离定位、治理
失效。要使金融监管“长牙带
刺”，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
管，确保“监管姓监”。坚持管合
法更要管非法、管行业必须管风
险，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全面
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建立兜底
监管机制，明确性质模糊、责任不
清的金融活动监管归属。充分借
鉴和汲取金融发展历程中的有益
经验和危机教训，趋利避害，以金
融安全和稳定为基础，助力经济
高质量发展。

深化金融与多部门、多领域
间的协同联动。金融业作为现代
服务业的主体和核心，是各项资
源配置与资金流动的重要纽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协同

配合，增强政策举措的灵活性、协
调性、配套性，努力取得最大政策
效应。”充分发挥政策统筹协调机
制作用，加强金融与其他领域的
多层次协同配合，是实现高质量
金融服务的关键所在。一是强化
财政与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财
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
柱，在宏观调控、金融治理、改革
深化和维护稳定中有着重要作
用。通过政策协调实现资源优化
配置和经济稳健运行，既是应对
外部冲击的有效手段，也是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同
时，要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履行
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加强
财政部门与金融管理部门的沟通
协调和信息共享，以财政金融的
政策“组合拳”提升金融供给质
量。二是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
度。强化财政与货币政策及金融
改革相互协同，完善基础货币投
放和货币供应调控机制。通过更
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
货币政策，协同推进逆周期与跨
周期调节，形成政策合力。三是
建立健全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
务体系。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增强金融服务的普
惠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实的投融资支撑。把金融资
源高效配置到重点领域和薄弱环
节，加大对科技创新、资金链与人
才链深度融合发展的支持力度，
提升经济循环效率与发展韧性。

据人民日报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