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地时间10日上午，韩国最大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
前党首李在明发表竞选视频，正式宣布参选韩国总统。

李在明在竞选视频中表示，韩国社会矛盾的根源在
于经济的两极化，解决办法需要国家层面进行大幅投资
让经济恢复增长。李在明提出新的国家愿景“韩国倡
议”，称将通过新愿景构建“真正的大韩民国”。李在明
目前领跑各机构关于下届韩国总统人选的调查，被外界
视为最具实力挑战下届总统位置的人选。

4月9日，李在明宣布辞去党首职务，全力参选下届
总统。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总台记者 唐鑫）

美国科技公司科洛萨尔生物科学公司
说，公司利用基因技术成功“复活”了1.25万
年前灭绝的恐狼，称其为全球首个成功“复
活”已灭绝动物的案例。恐狼被认为是美剧

《权力的游戏》中“冰原狼”的原型。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8日报道，科洛萨尔生物
科学公司7日宣布，公司的
科研团队从一颗1.3万年前
的恐狼牙齿和一个7.2万年
前的恐狼头骨中提取脱氧

核糖核酸(DNA)，获得了恐狼的整套遗传信
息。研究人员将这些基因与狼、豺和狐狸等
犬科动物的基因组进行了比较，以确定恐狼
特有的基因变异，随后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改
变了恐狼现存最近的近亲——灰狼的基因。

研究人员说，灰狼与恐狼的基因相似度
达到99.5%，与灰狼相比，恐狼体型更大，“头
部稍宽，皮毛更厚、颜色更浅，下颌更结
实”。研究人员对灰狼的14个基因进行了20
次编辑，再利用克隆技术，由家犬充当“代孕
母亲”，生下一共三只“新一代”恐狼。

两只雄性恐狼幼崽出生于2024年10月
1日，另一只雌性幼崽出生于2025年1月30
日。当前这三只幼崽生活在大约8平方公里
的一处保密地点，受到安保人员、无人机和
实时摄像机的严密监控和保护。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这种方法并不能算
是真正“复活”恐狼。英国弗朗西斯·克里克
研究所遗传学家罗宾·洛弗尔·巴奇认为：

“现代灰狼和恐狼之间存在许多基因差异，
而科洛萨尔生物科学公司仅对灰狼进行了
少量基因改造。”他说，“它们只是某种相当
可怕想法的产物。”

科洛萨尔生物科学公司成立于2021年，一直
在尝试“复活”猛犸象、澳大利亚袋狼和渡渡鸟。
文图据新华社、央视新闻客户端（记者 郭
爽 荆晶）

在9日播出的一则法国电视访谈中，法
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方6月将与沙特阿拉
伯共同主办推动落实“两国方案”的联合国
会议，其间法国可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

马克龙在访谈中说，在适当时机承认
巴勒斯坦国是“正确的”，他同时呼吁支持

巴勒斯坦的国家同样承认以色列。
作为回应，巴勒斯坦外交事务国务部长

法尔辛·阿加贝基安·沙欣表示，法国承认巴
勒斯坦国是朝“捍卫巴勒斯坦人民权利、推
动落实‘两国方案’的正确方向迈出一步”。

目前超过三分之二的联合国会员国都
已承认巴勒斯坦国。法国如果加入这一行
列，标志其政策重大转变。

马克龙本周早些时候访问埃及，与埃
方就本轮巴以冲突展开磋商。马克龙当时

强调，反对任何让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以
及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企图。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的唯一出路在于落实“两国方案”，即建立以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前的边界为基础、
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独立
的巴勒斯坦国，从根本上实现巴勒斯坦与以
色列和平共存，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社
记者 乔本孝 王逸君 总台记者 李享）

法国可能在6月
承认巴勒斯坦国

据新华社基辅4月9日电（记者 李东旭） 据乌克
兰媒体9日晚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记者会
上说，乌克兰“技术团队”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与美方就
矿产协议展开磋商。

泽连斯基说，与美方的首次磋商是技术性的，乌方
愿就准备达成协议的基础进行讨论。他说，乌方团队很
可能由乌经济部副部长卡奇卡率领。

报道援引外媒消息说，由乌经济部、外交部、司法部和
财政部代表组成的谈判团队将于11日至12日访问美国。

美国与俄罗斯代表团10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完
成了就双方大使馆恢复正常运转的第二轮会谈。

两国代表团当天在俄罗斯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进
行了超过5小时的闭门会谈，会谈结束后没有立即对媒
体发布消息。美国代表团已驱车离开谈判地点。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对媒体说，俄罗斯与
美国就两国驻外机构运行正常化和乌克兰问题解决的
磋商没有时间框架。他表示，此次会谈只涉及两国外交
关系正常化，不会讨论乌克兰问题。

美国国务院此前也曾表示，此次会谈仅讨论美俄双
方驻对方使馆的运作问题，不涉及俄乌冲突议题。

美俄两国代表于2月27日在美国驻伊斯坦布尔领
事官邸进行了第一轮会谈。

美俄在过去几年间外交关系紧张，两国均驱逐了彼
此驻在国的外交官，导致使馆不能正常运行。

另据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0日说，俄罗斯和美
国交换了一名在押人员。根据俄联邦安全局网站发布
的消息，在阿联酋斡旋下，俄罗斯公民阿尔图尔·彼得罗
夫10日在阿首都阿布扎比国际机场被送还俄方。彼得
罗夫2023年应美国执法机构要求在塞浦路斯境内被捕，
2024年被引渡至美国。他在美被指控违反出口管理法，
面临最高20年监禁。

交换彼得罗夫的是拥有美俄双重国籍的克谢尼娅·
卡列林娜。后者因“以资助外国的形式叛国”被判处12
年监禁。今年4月，根据俄联邦总统命令，卡列林娜获得
赦免。 据新华社（记者 王腾飞 刘磊 江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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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狼真的被复活了吗？

以军：占领加沙“大片土地”
法国：打算承认巴勒斯坦国

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9日

表示，以军正占领加沙地带“大片土

地”，致加沙地带“更小、更孤立”。在同

一天播出的法国电视访谈中，法国总统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表示，法国或于今

年6月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

据法新社9日报道，卡茨当天视察位于
加沙地带南部的“莫拉格走廊”时说，以军把
在加沙地带占领的“大片土地”纳入以军“安
全区”，使加沙地带“更小、更孤立”。他强
调，以军将不断向加沙地带施加军事压力，
以击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并迫使其释放以方被扣押人员。

卡 茨 称 ，以 方 正 落 实 美 国 总 统 唐 纳
德·特朗普先前提出的“清空”并“接管”加
沙地带的主张，鼓励当地巴勒斯坦人“自
愿离开”。

特朗普近来多次表示，美国有意将加沙
地带开发为滨海度假地，当地巴勒斯坦居民
应被迁往别国安置。这一主张遭到巴勒斯
坦方面和国际社会谴责。

另据报道，当地时间 4 月 10 日，加沙地
带卫生部门发出紧急通知，当地药品和医
疗用品的短缺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危险
程度。

据统计，加沙地带59%的基本药物、54%
的癌症和血液病药物以及37%的医疗物资已
经零库存，手术室、重症监护室和急诊室的
救命药品和医疗用品库存已耗尽，约8万名
糖尿病患者和11万名高血压患者在初级保
健中心无法获得药物。加沙地带卫生部门
呼吁立即增加当地医院和初级保健中心的
药品库存。

加沙地带
“更小、更孤立”

4月9日，人们在加沙城舒加艾耶社区搜寻以军轰炸幸存者。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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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点
坚持以地方科技委牵头统筹区域内包

括财税、金融、人才等多项政策的“一盘棋”
思维，推动不同政策工具形成组合拳，从而
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持续创新动力。

1
通过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

建立健全企业主导的科技成果转化体
系，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建构从源头
创新到成果转化的贯通式“创新循环”。

2
立足特色产业优势，以领军企业为

中心整合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资源，
建立特色化协同创新的产业链和产业
集群，推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3

企业是最活跃的科技创新主体，在
国家创新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推
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其关
键在于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
位。日前出版的第7期《求是》杂志发表
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朝着建成
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文章
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
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那么，
如何从政策协同、生态构建以及机制突
破3个层面，来充分激发企业持续创新
动力？又如何加速构建企业创新生
态？如何重构企业研发投入的底层逻
辑？本期《锦观智库》对此专访中共中
央党校经济学部研究员周跃辉，就相关
内容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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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的关键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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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创新领域的“政策孤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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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观智库：在机制突破层面，从创新要素配置角度，
应当如何重构企业研发投入的底层逻辑，从而进一步引
导企业加强基础性研究？

周跃辉：企业是研发资源投入的主体。在市场竞争
压力下，企业最有创新意愿和动力，是研发经费和资源
投入的主力。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从2012年的3.9万家增
至2024年的40多万家，企业研发经费占全国研发经费
支出的比重接近80%。

科技企业特别是科技领军企业在技术、人才、资金
和管理等方面具备独特优势，在构建创新体系、整合创
新资源、营造创新生态、提升创新效能、突破关键技术
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围绕产业创新发展和突破“卡
脖子”技术瓶颈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由专业领军企业挂帅，产学研用多方协
同，更高效率、更高质量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持
有条件的行业龙头企业整合转制科研院所、应用类科
研单位组建行业研究院，畅通技术研发、中试验证、产
业化应用全链条。各地方要立足特色产业优势，以领
军企业为中心整合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资源，建立特
色化协同创新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推进创新链与产
业链深度融合。

发挥科技领军企业支撑引领作用，引导领军企业牵
头或参与建设国家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工
程中心等高水平研发机构和平台，超前布局产业前沿技
术和颠覆性技术。支持行业领军企业牵头建立长期稳
定的产业联盟、联合实验室、研发中心，开展相关基础研
究和行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完善专精特新企业和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管理、支持和奖励办法，提高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研发
投入。

要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还要加快培育科技创新型企业家队伍。要大力弘扬企
业家精神，切实尊重和保护企业家权益，有效激发企业
家在资源要素配置中的创造性、主动性，发现新市场、开
发新产品、应用新技术、实现新组合，支持各种所有制企
业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钟文

锦观智库：从政策协同视角分析，在推
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过程中，如
何通过制度创新破解“政策孤岛”现象？不
同政策工具应如何形成组合拳，从而充分激
发企业持续创新动力？

周跃辉：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深入发展，科技创新日益成为企业乃至国
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决定性力量。企业是科
技创新活动的主体，特别是在科技创新决策、
研发资源投入、科研活动组织和成果转化应
用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不
断增强，创新要素加速向企业汇聚，但与此
同时，仍存在科技创新动力不足、资源配置
能力不强、创新链主导能力偏弱等短板。要

全面认识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引导更
多创新资源要素向企业集聚，打造推动科技
创新的良好企业生态群，推动企业真正成为
科技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
化的主体，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
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层面和地方政府
层面，在构建战略科技力量和促进创新资源
集聚领域，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但从实
践的效果来看，在推进科技和产业二者深度
融合的过程中，“政策孤岛”现象亦比较明
显。财税、金融、人才等政策举措往往难以
形成合力。具体来看，解决这一问题最为关
键的是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统筹。

中央科技委的成立无疑是我国科技领
域的一个重大里程碑事件，它将整合各方科

技力量，实现对科技战略、规划、政策等的统
一领导和协调，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形成
全国“一盘棋”的科技发展格局，进一步加强
政策统筹。在这一背景下，各省市应根据自
身具体情况，坚持以地方科技委牵头统筹区
域内包括财税、金融、人才等多项政策的“一
盘棋”思维，以政策的顶层设计，推动不同政
策工具形成组合拳，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企
业持续创新动力。

此外，还要建立高层次、常态化的企业
科技创新对话咨询制度和参与科技战略决
策的机制，发挥各类企业和企业家在国家科
技创新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支持企业参与
重大科技创新顶层设计、重大决策，提升企
业在科技项目形成、组织和资金配置等方面
的参与度和话语权。健全需求导向和问题
导向的科技计划项目形成机制，强化从产业
和企业实践中凝练科研任务，在解决企业实
践以及重大工程科技应用问题中总结归纳
科学原理，以应用研究倒逼基础研究。

锦观智库：从生态构建维度来看，企业
作为创新链“出题人”和“答题人”的双重角
色如何实现动态平衡？龙头企业与专精特
新企业之间应建立怎样的协同创新机制，并
以此构建生态体系？

周跃辉：企业是科技创新最好的孵化
器、加速器、放大器。任何原创性、颠覆性技
术的突破，都需要强大的创新生态作为支
撑。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们要用好我国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激励与引导并重，深入
推进有计划、有组织的科研创新，让企业更
多牵头承担重大科技创新任务，以企业为核
心构建科技和产业之间互融互通的桥梁纽
带，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
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

科技成果的价值在于应用，我们应打
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最后一公里”。通

过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建立健全
企业主导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推动产学
研深度融合，建构从源头创新到成果转化
的贯通式“创新循环”。加强技术经理人队
伍建设，大力促进先进适用技术向企业转
移，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
配上有更大自主权。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
权改革，鼓励和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
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
企业使用，加速科技成果产出和转化应
用。支持发展知识产权专业化运营服务机
构，鼓励企业加强标准和必要专利的国际
化建设，健全知识产权债股转换模式、知识
产权融资租赁模式。持续强化科技创新成
果转化政策协同，加强优惠扶持政策的衔
接，建立政策一致性评估机制，消除政策落
实的“梗阻”，形成企业敢于转化应用、专注

创新发展的稳定预期。
企业研发投入是企业提高科技创新能

力、培育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
撑，更是国家和区域竞争力及发展潜力的
重要基础。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对基础研
究和应用研究的投入，加快构建以财政投
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机构为支
撑、社会资本为补充的多元化科技创新投
入体系。

此外，要全面扎实落实企业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税收优惠、固定
资产加速折旧、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支
持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扩大各级科
研基金规模，支持企业作为依托单位申报科
研基金项目，扩大企业研发投入补助政策覆
盖面，提高补助强度。探索建立企业研发准
备金制度，支持企业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
技攻关任务，向企业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
设施。对研发实力强、投入强度高的企业，
加大贷款、用地、能耗排放指标等保障力
度。鼓励企业设立研发机构，支持企业建设
研发总部。

生态构建维度
打造真正的创新链条与创新体系

市场导向维度
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