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表委员谈创新

“我们目前重点研究的，是如何
进一步提高超级电容器的能量密
度。这样，在同样的体积或质量下，
它就储能更多。”3月5日，在重庆中
科超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
超容）实验室里，几名穿着白褂的研
发人员正在紧张地操作设备进行数
据检测分析，一刻都没停歇。

超级电容器是指介于传统电容
器和二次电池之间的一种新型储能
器件，它具备充放电速度快和储能密
度大等特点，能够在秒级时间内完成
充放电并实现充放电循环运行百万
次以上。

“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与电池结
合使用，超级电容器都能保持高功率
和高稳定性，可满足交通运输、风电
和电网等众多行业需求。”中科超容

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双翼告诉记者，
比如穿梭在城市里的新能源汽

车，如果设法在电池模组中增加一组
超级电容器，就可以有效减少电池消
耗速度，延长电池使用寿命，让车跑
得更久、更远。

成立于2018年的中科超容，由
刘双翼及其团队、中科院重庆绿色智
能技术研究院、重庆石墨烯研究院共
同创立，是一个集研发、生产与销售
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拥有一支长期
从事超级电容器器件及核心材料研

发的科研团队。目前，公司已拥有性
能领先全球的超级电容产品及其全
部知识产权，双电层超级电容器产品
对比国外同类产品而言，在性能、价
格等多方面均有很大优势。

“我们的产品从2020年 6月开
始销售，去年实现销售额500万元，
预计今年将达到4000万元以上。”刘
双翼表示，为此，他们除了已有的
3000平方米小批量生产基地，还将
建设一个8000平方米的生产基地，
加快产品生产。

产品性能全球领先

渝企加快超级电容器研发生产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四联仪器仪
表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向
晓波：

科学仪器发展水平是衡量国家综合国
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奠定未来创新基础
的“国之重器”。我国的科学仪器产业种类
虽较为齐全，但在中高端领域与国际水平
差距较大。企业是高端科学仪器中国制造
的载体，也将是中国创造的主力，做优、做
强国产高端科学仪器，关键在于大力提升
企业创新能力。建议以“国家仪器专项”等
重大项目为重要抓手，借力提升产业科技
创新能力，研究制定产业发展战略规划，打
造科学仪器龙头企业，以重点领域、重点产
品为突破口，着力培育现代产业集群，培育
一批尖端科学仪器制造企业，解决“卡脖
子”的关键技术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工商联主
席、隆鑫控股董事会主席涂建华：

政府工作报告客观科学地分析了当前
面临的困难和新挑战，同时给出了解决答
案——依靠创新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培育壮大新动能。民营制造业困难不
少，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强，做不到人无我
有、人有我优。创新就是破局的“发动机”，
甚至可以说是提振经营的“永动机”。从基
础研究到前沿技术，从产研结合到项目投
产，把这台“发动机”的每一个零件都造好
装配好，我们就一定能听到经济动起来的
清脆“引擎声”。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重庆市委
副主委、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主任丁时勇：

高校、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主要以论
文、项目及职称晋级为考核标准，而企业科
技人员主要通过KPI（关键绩效指标）等进
行考核。这种差别不仅限制了科研人员在
三大板块间的交叉与流动，还导致了研发
成果转化不足、相互缺乏支撑等问题。建
议构建科技人员服务企业新机制，探索符
合科技与产业发展规律的人员管理模式，
强化科技研发人员的分类管理，打通企业
技术需求与科技人员产出的对接通道，实
现科技人才与企业技术需求的精准对接。
（重庆日报记者 戴娟 周尤 颜若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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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长 通 道

如何提升基础创新能力？科技体
制改革怎样深化？科技如何支撑抗
疫？8日举行的全国两会“部长通道”
上，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围绕记者关心的
基础研究、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区域创
新布局、科技支撑抗疫等方面的问题，
回答了提问。

基础研究是科研的总开关，实现科
技自立自强必须提升基础创新能力。
王志刚表示：“我们经常讲到产业链、供
应链有短板弱项，如果追踪溯源，就是
我们在基础研究方面存在薄弱环节。”

王志刚表示，国家创新体系中基础
创新的比重和位置越来越重要、顶层设

计和系统布局更加合理，我们坚持问题
导向、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
格局也正在形成。

“同时，近年来我国在基础研究领
域也取得一系列成果，包括铁基超导、
干细胞、量子信息、类脑芯片等领域以
及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王志
刚说。

制定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继续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更加强调国家战略
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更加注重青年科
技人员投身基础研究、建立基础研究中
心和平台……此次“部长通道”上，王志
刚用五项具体举措，向大家概括了继续
加强基础研究的着力点。

面对科技体制改革等方面的问题，
王志刚说：“我们主要是围绕着国家战

略目标的实现，围绕着如何调动科技人
员的积极性，如何能够构建法律、政策、
社会环境，以及如何能把国家的科技投
入、全社会的科技投入用出更好的绩效
等方面来展开。”

“下一步，我们的科技体制改革一
是要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重点来推
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二是要以科研评
价为抓手来持续推进，要让科技创新和
体制机制创新两个轮子一起转。”王志
刚说。

越是欠发达地区，越要走创新驱动
发展的路子。面对有关完善区域创新
布局的提问，王志刚表示，区域创新、地
方创新是国家整个创新体系和创新力
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部的工作主要
是围绕着国家发展战略来开展科技创

新活动，发挥高新区辐射带动引领作
用，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在基
层推动科技创新工作。

过去一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全国
各界在党中央领导下奋力抗疫，科技工
作者参与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王志刚表示，下一步针对疫情防
控，科技领域要有更多的支撑方法、支
撑手段和支撑技术。

“这次疫情也给我们敲响警钟，实
际上对这种重大传染病来讲，科技要摆
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不能好了伤疤忘了
疼，科研攻关要持续进行，各种科研活
动要科学布局、持续展开，宁可备而不
用，也不能到时候束手无策。”王志刚
说。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如何提升基础创新能力？科技体制改革怎样深化？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为科技创新“划重点”

新华社记者 胡喆

挖掘机铁臂高举，钻机、泵机等
机械设备穿梭往来，巨大的塔吊在头
顶运转不息，工人们紧张而有序地忙
碌着……3月5日，重庆日报记者在
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的凤鸣湖畔
看到，特斯联AI CITY 项目首期
——AI PARK施工现场一片繁忙。

AI PARK是科学城重点建设
项目，建成后将由城市治理、产业发
展、民生服务、生态宜居为核心的4
大城市典型场景组成，包括机器人友
好园区、智能安防、智能通行、智能停
车、智能新零售、智能办公等30多个
场景，基本覆盖了城市场景的方方面
面。

据介绍，AI PARK从2020年
12月19日开始基础施工以来，200余
人三班倒，7×24小时不间断作业。

“整个春节期间，我们都没有停工。目
前项目已经顺利封顶，力争今年4月
亮相。”现场项目负责人刘航说。

记 者 从 特 斯 联 了 解 到 ，AI
PARK建成后，将通过超强的AI算
法和算力，实现主动智能化运营与资
源调度，将原本分散的城市场景聚合
起来，构建全方位信息交流，实现城
市进化的最终形态。

到达西部(重庆)科学城的 AI
PARK总部基地，停车机器人会引导
汽车移到停车位；步入公司后，每一
扇门都可通过面部识别自动开关；不
同类型的机器人会及时出现在你身

边，提供智能测温、表情识别、语音对
话、人脸支付、安全保卫等一系列服
务……这样一座未来人工智能城市
的范本，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在我
们身边。

西部（重庆）科学城AI PARK：

打造未来人工智能城市样本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创新案例

AI PARK效果图。 （重庆高新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