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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自拍杆

我国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正
向着“电动+智能+生态”的智能网
联汽车新时代“全速前进”，智能网
联汽车已成为新能源汽车产业“下
半场”竞争高地。

预估到2025年，我国智能网
联汽车行业人才净缺口约为3.7

万人，而2025年智能网联汽车涉
及的相关专业高校本科生规模预
计仅7300余人，智能网联汽车行
业人才供需不平衡情况日益凸显。

汽车产业从工业2.0时代大
步跨入工业4.0时代，行业形态从
移动互联升级为产业互联，智能网
联汽车行业从最初的应用软件场
景开发，逐渐深探到底层操作系
统、芯片等基础技术的研究、开发，
对应人才需求的专业背景也从现有
的以应用学科为主，逐步扩展到基
础学科。从现状来看，智能网联汽
车行业基础学科人才数量少、底子
薄弱，不利于行业往纵深和长期发
展。针对芯片、操作系统、基础软件
等智能网联汽车“卡脖子”技术，智
能网联汽车行业需要不断涌现一代
又一代的高精尖技术领军人才，带
领智能网联汽车行业突破技术瓶
颈，占领智能网联汽车行业高地。

因此，加快出台国家层面的智
能网联汽车人才培养及发展规划，
已是大势所趋。其中，围绕智能网
联汽车“卡脖子”技术，加强对高校
相关基础学科建设的政策扶持和基
础投入，设立专项激励，支持高校在
数学、物理学、信息与计算科学、汉
语言文学等基础学科领域的科学研
究与人才培养，为关键战略领域输
送高素质后备人才，尤为迫切。

（本报记者 姚丽萍 整理）

陈正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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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上海故事
外省市代表、委员看上海

袁小彬：致力于川渝企业到沪投资，为上海企业
前往西南地区投资牵线搭桥

吸引各路民营资本投资上海

北京日志

听“船长”聊“低碳航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积

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积极

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2030年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

力争达到峰值，2060年前努力实现碳中和。“双碳”目标如期实现，需要

各行各业的努力和贡献。我国航运业绿色低碳发展，要加快，怎么做？

听全国人大代表、中远海运船员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油运库

船长倪迪聊聊“低碳航运”。

全国人大代表 李丰 摄 本报记者 姚丽萍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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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上海结缘已经有20多年了，现在

是越结越深。”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律师协

会会长、中豪律师集团董事局主席袁小彬说

起上海，语气就很兴奋，“当年，我被上海的

魅力所吸引，在浦东森茂大厦（今恒生银行

大厦）开办了中豪（上海）律师事务所，开始

深耕上海”。

袁小彬委员清楚地记得，1999年，浦东新

区党工委副书记张黎明，率招商团来重庆招

商，他以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重庆办事处法

律顾问的身份，协助相关招商工作。在此期

间，张黎明副书记动员袁小彬到上海开办律

所，并且向他仔细介绍了浦东新区的营商环

境，以及招商的优惠政策等。当时，袁小彬犹

豫不决。

“没想到，招商团返沪后，张黎明副书记

又请工作人员和区招商局一直跟进联系我，

进行沟通，短短一个星期里，他们2次打电话

给我，耐心向我释疑解惑。我决定到浦东去

看看。”袁小彬说，到达的当天，张黎明副书

记就召集招商局、地税局和司法局等相关部

门开会，逐一对选址、人才公寓提供、审批等

开办律所相关工作、生活场所逐一落实，并安

排专人陪同考察写字楼，专人提供审批协助

服务。

“整个过程有两点让我感叹不已：一是开

办一个律所，仅需投资几百万元，其实这些钱

对浦东而言算不了什么，但主要领导却如此

重视，相关招商部门又提供贴心暖心的服务；

二是落户以后，区里主动购买中豪适任的法

律服务，大力支持我们的发展。”袁小彬感慨

地说，“我被上海的诚意深深打动了！”

2000年3月，中豪（上海）律师事务所在

浦东新区开业。此后，中豪在持续扎根重庆、

成都和贵阳的同时，在上海的业务也风生水

起，不断拓展，一方面为上海本土企业提供法

律服务，另一方面致力于川渝两地企业到上

海投资，为上海企业前往西南地区投资牵线

搭桥或提供专业法律服务。

“我们的上海律所成长很快，通过上海这

个窗口，开阔了我的视野，中豪从这里再出

发，走向北京、香港等地，进一步发展壮大，这

得益于上海的营商环境好，在这里办事效率

高，‘一网通办’省事省心，节约时间。上海人

的规则意识强，讲法守法。还有就是经济发

展速度快，规模越来越大。”袁小彬告诉记者，

如今，他几乎每个月都会来上海处理业务，每

次来，总觉得这里的面貌又发生了新变化，感

觉很新鲜，很有活力。

袁小彬毫不掩饰对上海的好感：“我喜

欢上海的国际化、市场化，较高的文明程度、

服务意识、开放与包容，喜欢上海人的大气、

洋气。”

出席此次全国两会，袁小彬准备了12件

提案，其中的一件是《将暴力行为导致的轻微

伤作为入刑标准》，“要走向现代文明，‘不动

手’是很重要的一步。”他建议将暴力行为导

致的轻微伤作为入刑标准，通过将轻微伤纳

入故意伤害罪，降低暴力行为的入刑标准，影

响公众的行为方式，最大限度避免暴力行为

不被惩处或者惩处较轻的现状，能有效震慑

暴力行为，提升公众安全感。

参会这些天，袁小彬深入思考，为上海的

发展建言献策，他希望上海进一步开放市场，

吸引更多的各类国际人才落户上海；大力支

持本土民营企业发展迈向全国以及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同时，继续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

引各省市、各路民营资本投资上海。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截至2022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到了421.2万件。这充分表明，我国科技创

新能力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然而，基

础研究中的创新性成果，并不简单等同为

生产力。这些海量的发明专利中，存在大

量“沉睡”专利，“有货无市”。全国政协委

员、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信息

光学与光电技术实验室主任司徒国海，呼吁

促进“沉睡”的发明专利实施，助力产业技术

升级。

据司徒国海介绍，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

的《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下称《调查

报告》）指出，我国高校发明专利实施率为

16.9%，其中产业化率仅为3.9%；相对而言，

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48.1%，其中大、中

型企业的发明专利产业化率都超过50%，小

型企业的为45.3%，而微型也有22.0%。由此

可以看出，一方面，高校和院所的专利权人

与企业的需求匹配度不高，另一方面，国家

的社会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很多企业都面临

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对新的产业技术需求

旺盛，但是获取渠道有限。而高校拥有的产

学研发明专利的产业化率为17.8%，远高于

3.9%的平均水平。这充分说明两侧充分匹

配的高效能。《调查报告》指出，48.7%的企业

专利权人反映“缺少高端专业人才”，是制约

企业专利产业化的最主要原因。

司徒国海在提交的提案中建议，在已有

的“揭榜挂帅”机制的基础上，加强技术供需

平台的信息化建设，提升产学研能级。例

如，可以借鉴和推广上海技术交易所

InnoMatch全球技术供需对接平台的使用以

及成功建设经验，建立全面、及时的供需发

布与检索平台；探索建立技术供需信息的

“单盲”发布机制。

加强从1到10这个“中间阶段”项目的支

持力度，优化人员评价机制。引导政府主导

的产业基金、社会资本更多支持中间阶段项

目的投资，支持中小微企业承担和参与国家

科技项目。对于从事中间阶段技术研发的人

员，探索建立以技术和产业贡献为导向的评

价机制。

加强发明专利产业化高端人才培养体

系，以项目和实践培养包括技术经纪人和

创新技术产业化专业人员等在内的专利产

业化高端专业人才，畅通其职业和职称发展

通道。

加快推动能有效嵌入市场的新型研发机

构建设，鼓励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

机构等通过联合企业设立从事技术开发、技

术转移、中试熟化的机构，并建立合理的收益

分配、奖励机制。引导科研人员、资本和科创

服务人员发挥专长，协同合作。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方翔

促进“沉睡”发明专利实施
委员建言：加强发明专利产业化高端人才培养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