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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習資料 

主題：「科技創新·現代中國」 

第一部分：科技創新（70%） 

 

【國家主席習近平關於科技創新的精彩話語】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域的核心位置，高度重視科技創新，提出

一系列新思想、新論斷、新要求。「學習路上」專欄精選了總書記對科技創新的重要論述，供網友學

習參考。 

「在我國發展新的歷史起點上，把科技創新擺在更加重要位置，吹響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號角。」

5 月 30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兩院院士大會和中國科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

表的重要講話中指出，科技是國之利器，國家賴之以強，企業賴之以贏，人民生活賴之以好。中國要

強，中國人民生活要好，必須有強大科技。 

 

·科技興則民族興，科技強則國家強。今天，我們在這裡召開這個盛會，就是要在我國發展新的

歷史起點上，把科技創新擺在更加重要位置，吹響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號角。 

·歷史經驗表明，科技革命總是能夠深刻改變世界發展格局。 

    ——2016年 5月 30日，習近平參加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中國科學院第十八次院士大會和中國

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強調  

 

·綜合國力競爭說到底是創新的競爭。要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科技創新、產業創新、

企業創新、市場創新、產品創新、業態創新、管理創新等，加快形成以創新為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

體系和發展模式。 

   ——2015年 5月 27日，習近平在華東七省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   

 

·縱觀人類發展歷史，創新始終是推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向前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動整個

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重要力量。創新是多方面的，包括理論創新、體制創新、制度創新、人才創新等，

但科技創新地位和作用十分顯要。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目前正在大力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

濟結構調整，正在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而努力，必須把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好。這是一

個重大戰略，必須在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過程中作為一項重大工作抓緊抓

好。 

    ——2014年 8月 18日，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  

 

·中國正在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進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我們將全方位加強國際

科技創新合作，積極參與全球創新網路，同世界各國人民攜手應對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實現各國共

同發展。 

   ——2014年 10 月，習近平在致二〇一四浦江創新論壇的賀信中指出  

 

·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

新道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加快各領域科技創新，掌握全球

科技競爭先機。這是我們提出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出發點。 

   ——2016 年 5 月 30 日，習近平參加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中國科學院第十八次院士大會和中國

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強調 

                

【科技創新的重要性】 

科技創新能力已經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決定性因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面前，如果我們的



自主創新方面上不去，一味靠技術引進，就永遠難以擺脫技術落後的局面。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科學技術日益滲透到經濟建設社會進步和人類進步的各個領域。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科學技術的進步，在尖端技術的掌控和創新方面，我國已經建立起堅實的基礎，

在一些重要領域已經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我國科技的總體水準同世界先進水準仍有較大的差距，同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有許多不相適應的地方。迅速提高我國的生產力水準，縮小與發達國家的

差距，就必須加快發展科學技術。 

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任何時候都不能依靠別人搞建設，必須始終把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作為自己發展的根本基點。創新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發展的不竭動力。 

 

【人工智能助推中國高品質發展】 

人工智能是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性技術。中國政府高度重視人工智能產業創新

發展，大力促進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正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中國社會日常生活中。

中國在這一領域的全球排名僅次於美國。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中國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融合取得積極進展。一是傳統行業轉型升級不斷加

速。一批傳統行業+AI 的典型企業逐漸成長壯大，一批智能化升級的典型案例得到推廣應用，AI與實

體經濟融合的新模式、新方法不斷形成。在智能製造領域，智能技術的應用極大提升了產品檢測效率

和設備利用效率；在智能醫療領域，智能技術有效減輕醫護人員工作壓力，提高了醫療裝備的診斷準

確性與服務便捷性。二是智能產業實力持續提升。據測算，中國人工智能核心產業規模超過 4000 億

元，企業數量超過 3000 家。智慧晶片、開源框架等關鍵核心技術不斷取得重要突破，智能晶片、終

端、機器人等標誌性產品的創新能力持續增強。三是新型基礎設施佈局逐步完善。通過以建帶用、以

用促建，截至 6 月底，中國已建成 5G 基站 170 萬個，培育大型工業互聯網平台 150 家、連接工業設

備超過 7800 萬台（套）。全國建成多個算力中心、資料中心等公共服務平台，行業資料集建設數量

與品質不斷提升。 

在當今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中，人工智能進一步彰顯「頭雁效應」，引領科技革命、

產業革命與教育革命交融彙聚。從工廠製造到軍事、金融、醫療等，人工智能技術已滲透到中國經濟

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為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更大便利，也對現代社會治理理念、治理能力與治

理體系產生重大影響。 

中國人工智能技術和產業快速發展，是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中國具有資料量龐大、人工智能應用場景豐富、需求旺盛等特點，這為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

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優勢。首先，中國是人口大國。比如，在醫療領域的癌症治療中，龐大的病例數量，

給醫療資源造成巨大壓力，但同時也為醫療診斷和靶向藥等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支撐。其次，中國

是世界第一製造大國，產業結構中製造業比重偏高，這也為人工智能的技術應用提供了更多機會。 

中國政府出台多項政策，大力支持人工智能發展。2016年，國家發改委、科技部、工業和資訊化

部、中央網信辦聯合發佈的《「互聯網+」人工智能三年行動實施方案》提出，「支援在製造、教育、

環境、交通、商業、健康醫療、網路安全、社會治理等重要領域開展人工智能應用試點示範，推動人

工智能的規模化應用，全面提升我國人工智能的集群式創新創業能力。」2017 年，為搶抓人工 

智能發展重大戰略機遇，構築人工智能發展先發優勢，中國制定並實施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 

人才培養結構持續優化，為中國人工智能高速發展提供強大動力。面對中國人工智能領域高校人

才供給和市場需求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中國在引進國外人才的同時，大力培養本土頂尖研究型人才，

進一步提高人工智能領域的科研水準。 

據塔斯社稱報導，美國斯坦福大學發佈的研究報告表明，2021年，中國已成為全球人工智能論文

發佈數量的領先者，這也充分體現中國人工智能發展的良好勢頭。 

中國從製造大國走向製造強國，離不開人工智能技術的支撐。2021年，全國 GDP為 114.37萬億

元，製造業增加值占 GDP比重達到 27.4%。人工智能技術能夠有效助力中國製造業實現更新換代。2021

年，國家科技部啟動實施的科技創新 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專案，為中國製造業由中低端

向高端轉型提供技術支撐。作為引領中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的中堅力量，相關企業也迅猛發展。《麻

省理工學院技術評論》評選的「世界 50 強智慧公司（TR50）」中，華為、科大訊飛、騰訊等一批國

內重點公司名列其中。 

人工智能的應用場景日新月異，新理論和技術創新層出不窮。為了讓人工智能實現更好發展，中



國需要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一是建設人工智能的創新體系，培養引領人工智能理論和產業應用發展的人才； 

二是推進技術創新攻關，調動行業資源和創新積極性，構建研發—產業—應用「快車道」； 

三是促進賦能應用落地，積極挖掘並開放一批應用場景，促進研發，推動智能技術產品落地應用

與反覆運算； 

四是打造融通產業生態，建設一批 5G 基站、工業互聯網平台、算力中心等資訊基礎設施，支援

建設並開放行業資料集，夯實產業發展基礎；五是多管齊下、精細治理，及時堵住濫用漏洞，有效規

避安全風險，讓人工智能技術更好造福社會。 

 

【我國近年來科技創新偉大成就】 

1、【中國航天科技】 

中國航天事業起始於 1956 年。中國於 1970 年 4 月 24 日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是繼蘇聯、

美國、法國、日本之後世界上第 5個能獨立發射人造衛星的國家。 

中國發展航太事業的宗旨是：探索外太空，擴展對地球和宇宙的認識；和平利用外太空，促進人

類文明和社會進步，造福全人類；滿足經濟建設、科技發展、國家安全和社會進步等方面的需求，提

高全民科學素質，維護國家權益，增強綜合國力。中國發展航太事業貫徹國家科技事業發展的指導方

針，即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 

2021 年 6 月 17 日 9 時 22 分，中國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發射，飛行乘組由太空人聶海勝、劉伯

明和湯洪波三人組成。  10 月 17 日，航太發射次數一年內「首次突破 40 次」。  2021 年執行了 55 次

發射任務，數量位居世界第一。  12 月 13 日，「2021 年度中國媒體十大流行語」發佈，「中國航天」

在其中  。 

北京時間 2022 年 7月 24 日 14時 22分，搭載問天實驗艙的長征五號 B遙三運載火箭，在中國文

昌航天發射場點火發射，發射取得圓滿成功。 

北京時間 2023 年 4 月 16 日 9 時 36 分，我國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使用長征四號乙運載火箭，成

功將風雲三號 07星發射升空，衛星順利進入預定軌道，發射任務獲得圓滿成功。 

 

2、【中國天眼】 

學名： 500 米口徑球面無線電望遠鏡（英語： Five-hundred-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簡稱 FAST）又被稱為「中國天眼」，是台的一座無線電望遠鏡，位於我國貴州省黔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縣克度鎮大窩氹的喀斯特窪坑中，FAST 為國家重大科技發展工程，是我國

自主知識。其落成後至今仍是為世界上最大的單孔徑望遠鏡。 

FAST主體工程於 2011年開工，2016年落成，是具有自主智能財產權、世界最大單口徑、最靈敏

的射電望遠鏡，能夠監聽到宇宙中微弱的射電信號。 

FAST 不僅是最大最靈敏的，它還做到另外兩個世界第一：2021 年 3 月 31 日宣佈，FAST 將第一

個面向全球開放使用，向全球天文學家徵集觀測申請，彰顯了充分合作的理念，以及對人類命運共同

體理念的實踐。2021 年底，中國天眼也創造了世界第一：FAST 已發現 509 顆脈衝星，是世界上所有

其他望遠鏡發現脈衝星總數的 4倍以上。 

 

3、【人造太陽】 

2023年 4月 12 日，中國自主研發的「人造太陽」全超導托卡馬克核聚變實驗裝置（EAST）創造

了新的世界紀錄，成功實現了穩態高約束模式等離子體運行 403 秒，打破了 2017 年 101 秒的世界紀

錄，為人類研發綠色能源再添濃墨重彩的一筆。 

中國在「人造太陽」技術方面一直都領先於美國，早在 2006年就建成了 EAST人造太陽，在全球

率先實現核聚變「點火」，2017 年實現了可控核聚變延續 101秒的世界紀錄，這次進一步將延續時間

延長了 3 倍至 403 秒，再創新的世界紀錄。在人造太陽技術專利方面，中國已取得核心技術 200 多

項，2000多個專利。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9%80%A0%E5%9C%B0%E7%90%83%E5%8D%AB%E6%98%9F/37717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4%E7%94%B5%E6%9C%9B%E8%BF%9C%E9%95%9C


有「人造太陽」之稱的全超導托卡馬克核聚變試驗裝置（EAST）取得新突破，成功實現可重複的

1.2億攝氏度 101 秒和 1.6億攝氏度 20秒等離子體運行創造托卡馬克實驗裝置運行新的世界紀錄。 

這標誌著我國核聚變研究又獲得重大突破，也為人類獲得可控核聚變能源，奠定了商用的物理和

工程基礎。但要產生核聚變，得在高溫高壓的環境下，比如，在太陽中心，氫可以在 1500 萬度 K 的

高溫和 2000 億個大氣壓的高壓下聚變成氦。而在地球上沒有那麼高的壓強，要發生聚變，溫度就需

要達到上億度。因此，在地球上實現核聚變是非常難的。 

而中國的「人造太陽」，恰恰就把可控核聚變，做到了 1億度高溫，還堅持了 101秒。要知道，

最開始時，人類只能做過 50 毫秒。 

              

4、【中國 5G領跑世界】 

我國的 5G 技術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之一，與 5G 相關專利數量是遙遙領先的第一名。我國的

5G技術確實已經走到世界領先的地位，根據資料顯示，在截至目前為止我國的 5G基站確實是在全球

排名第一。以 5G為代表的新一代移動通信的蓬勃發展，是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的重要因素。 

21 世紀是一個資訊時代，5G 技術的快速發展可以促使我們掌握科技發展的先機。中國互聯網路

資訊中心（CNNIC）最新發佈的第 48 次《中國互聯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中國 5G 商用發展

已實現規模、標準數量和應用創新三大領先。 

在規模上，工業和資訊化部在 2021世界 5G大會上介紹，中國已開通建設 5G基站 99.3萬個，覆

蓋全國所有地級市、95%以上的縣區和 35%的鄉鎮，5G 終端手機連接數超過 3.92 億戶。 

在標準數量上，中國 5G 標準必要專利數量占比超過 38%，居全球首位。與以往注重產品製造不

同，中國正在更多參與上游標準制定和生態培育，5G 標準支撐能力持續增強。近年來，《5G 移動通

信網核心網總體技術要求》等 447 項行業標準陸續發佈，為 5G 融合應用創新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技術

規範保障。 

在應用創新上，中國 5G 應用案例已超過 1萬多個，覆蓋了鋼鐵、電力、礦山等 22個國民經濟的

重要行業和有關領域，形成了一大批豐富多彩的應用場景。5G正快速融入各行各業、呈現千姿百態，

已形成系統領先優勢，成為引領高品質發展的新引擎。 

根據工信部等十部門 2021 年 7 月聯合發佈的《5G 應用「揚帆」行動計畫（2021-2023 年）》顯

示，到 2023 年，中國 5G 個人用戶普及率將超過 40%；在垂直行業領域，大型工業企業的 5G 應用滲

透率超過 35%；在社會民生領域，打造一批「5G+智能教育」「5G+智能醫療」「5G+文化旅遊」樣板項目，

「5G+智慧城市」建設水準進一步提升。 

 

5、【蛟龍號潛水器】 

蛟龍號潛水艇是一艘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自行設計、自主集成研製的載人潛水器，也是 863計畫中

的一個重大研究專項，設計深度為 7000 米。蛟龍號長 8.2 米、寬 3.0 米、高 3.4 米，在空氣中的重

量不超過 22 噸，不包括乘員重量的情況下，有效負載 220 公斤，設計潛水深度為 7,000 米，可承載

一名潛航員和兩名科學家共三人，可探索占世界海洋面積 99.8%的海域，不過距離地球海洋已知的最

深處馬裡亞納海溝底部的 10,911 米仍有相當距離。 

該專案始自 2002 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科技部列入 863 計畫重大專項。其研製工作共有包括中

國科學院瀋陽自動化研究所在內的約 100家科研機構和企業參加。蛟龍號的總設計師是中國深潛技術

專家徐芑南。 

2010 年 5 月至 7 月，蛟龍號在南中國海中進行了多次下潛任務，最大下潛深度達到了 3759 米。

「蛟龍號」可在占世界海洋面積 99.8%的廣闊海域中使用，對於我國開發利用深海的資源有著重要的

意義。 

從 2009年至 2012年，蛟龍號接連取得 1000米級、3000米級、5000 米級和 7000米級海試成功。

下潛至 7000 米，說明蛟龍號載人潛水器集成技術的成熟，標誌著我國深海潛水器成為海洋科學考察

的前沿與制高點之一。 

2011年 7月 26 日，蛟龍號載人潛水器到達深度 5057米。2012年 6 月 27 日，到達 7062.68 米。 

2012年 6月 12 日，中船重工 702研究所副所長，2002年起擔任「蛟龍」號載人潛水器的第一副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7%B1%E6%B5%B7%E6%BD%9C%E6%B0%B4%E5%99%A8/783858?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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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設計師、總體與集成子專案負責人崔維成受訪時說，「最終，我們要做出 1 萬 1 千米級的載人潛水

器，在海洋最深處的海底自由航行、作業，這樣，中國就真正成為載人深潛發達國家。」 

2013年 6月 17 日 16時 30分左右，中國「蛟龍」號載人潛水器從南海一冷泉區海底回到母船甲

板上，三名下潛人員出艙，標誌著「蛟龍」號首個試驗性應用航次首次下潛任務順利完成。 從 2013

年起，蛟龍號正式進入試驗性應用階段。 

2015年 3月 17日，蛟龍號正式靠泊母港在國家深海基地 36°20′05.49″N 120°43′54.41″E。 

2017 年，當地時間 6 月 13 日，蛟龍號順利完成了大洋 38 航次第三航段最後一潛，標誌著試驗性應

用航次全部下潛任務圓滿完成。截至 2018年 11月，蛟龍號已成功下潛 158 次。  

2 月 28 日，「蛟龍」號載人潛水器在國家深海基地試驗水池，進行了大修與技術升級後的第一

個測試下潛。這標誌著「蛟龍」號大修與技術升級全系統勘驗、維修、系統升級、總裝聯調等陸上工

作已經全部完成，正式進入一個了新的階段。 

           

 

6、【北斗衛星導航系統】 

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是 21世紀我國最偉大的科學技術成就之一，它打破了 GPS導航系統對導航領域

的壟斷，在未來可以實現完全的民用化，作為 GPS 的替代系統，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可以應用到所有

GPS能夠應用到的地方，包括大眾應用市場、行業應用市場和特殊應用市場。所以說，北斗衛星導航

系統的戰略意義重大，完全可以成為我國最重要的科技成果之一。 

北斗衛星導航系統（以下簡稱北斗系統）是中國著眼於國家安全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自主建設

運行的全球衛星導航系統，是為全球使用者提供全天候、全天時、高精度的定位、導航和授時服務的

國家重要時空基礎設施。  

  北斗系統提供服務以來，已在交通運輸、農林漁業、水文監測、氣象測報、通信授時、電力調度、

救災減災、公共安全等領域得到廣泛應用，服務國家重要基礎設施，產生了顯著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

益。基於北斗系統的導航服務已被電子商務、移動智慧終端機製造、位置服務等廠商採用，廣泛進入

中國大眾消費、共用經濟和民生領域，應用的新模式、新業態、新經濟不斷湧現，深刻改變著人們的

生產生活方式。中國將持續推進北斗應用與產業化發展，服務國家現代化建設和百姓日常生活，為全

球科技、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貢獻。  

  北斗系統秉承「中國的北斗、世界的北斗、一流的北斗」發展理念，願與世界各國共用北斗系統

建設發展成果，促進全球衛星導航事業蓬勃發展，為服務全球、造福人類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北斗

系統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重要時空資訊保障，是中國實施改革開放 40 餘年來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

是新中國成立 70 年來重大科技成就之一，是中國貢獻給世界的全球公共服務產品。中國將一如既往

地積極推動國際交流與合作，實現與世界其他衛星導航系統的相容與交交互操作，為全球用戶提供更

高性能、更加可靠和更加豐富的服務。  

 

7、【墨子號量子衛星】 

我國將全球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命名為「墨子號」，2016年，我國在酒泉通過長征二號丁火箭

將世界首顆量子通訊試驗衛星「墨子」號送入太空。墨子號是由我國自主研製的世界上首顆空間量子

科學實驗衛星，它的發射成功使我國在世界上首次實現衛星和地面之間的量子通信。2017 年 8 月 10

日淩晨，「墨子號」在國際上首次成功實現了從衛星到地面的量子金鑰分發和從地面到衛星的量子隱

形傳態。 

量子科學實驗衛星（英語：Quantum Experiments at Space Scale，縮寫：QUESS），簡稱量子衛

星，名為墨子號，是世界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質量為 631公斤，設計壽命 2年。量子衛星項目為

中國科學院空間科學先導專項項目之一，也是「十三五」的重點計劃之一，由中科院國家空間科學中

心總負責，於 2011 年 12月立項。維也納大學和奧地利科學院正在運行該衛星的歐洲接收站。 

2016 年 8 月 16 日 1 時 40 分，衛星於酒泉衛星發射中心搭載長征二號丁運載火箭發射升空，成

為全球第一顆設計用於進行量子科學實驗的衛星。這是一項概念驗證項目，旨在促進長距離的量子光

學實驗，以允許開發量子加密和量子隱形傳態技術。量子加密使用量子纏結原理，可以絕對檢測到是

否有協力廠商在傳輸過程中截獲了消息。 

2017 年 6 月 16 日，墨子號首先成功實現兩個量子纏結光子被分發到相距超過 1200 公里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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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仍可繼續保持其量子纏結的狀態。2019年，墨子號整體實驗設計獲美國《科學》雜誌評選得克利

夫蘭獎。 

量子衛星命名為「墨子號」，是為了紀念中國戰國時期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墨家學派的創

始人墨子在物理學尤其是光學領域的突出成就，在他所著的《墨經》中歸納出「光學八條」。其中包

括兩千多年前，墨子進行了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實驗，最先發現了光沿直線傳播這一光學領域最重

要的科學原理，奠定了光通信的基礎。而且他也提出了「粒子論」的雛形，關於「端」的論述，指出

「端」是不佔有空間的，是物體不可再細分的最小單元。 

以科學先賢為科學衛星命名以彰顯研發國家的文化和科學成就，亦是國際慣例 

 

8、【中國高鐵】 

高鐵總里程達兩萬公里，鄭（州）徐（州）高鐵正式開通運營，標誌著中國高鐵運營里程突破 2

萬公里。中國不僅是高鐵里程最長的國家，而且高鐵的安全運輸規模也是世界上最大的。 

中國高速鐵路，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高速鐵路網。1999年 8月 16 日中國第一條客運專線秦

瀋客運專線開工，2003年 10 月 12日秦沈客專建成通車。京津高鐵於 2008年通車後，中國正式邁入

時速 300 公里以上的高鐵應用時代。至 2021 年底總里程超過 4 萬公里，通車里程全球第一，其中營

運時速可達 300 公里的路線總里程超 1.5 萬公里，占世界 2/3 以上，有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31 個

省級行政區開通高鐵。另外，目前京滬高速鐵路、京津城際鐵路、京張城際鐵路（昌平至下花園北段）、

成渝客運專線及京廣高速鐵路（北京至武漢段）達到 350km/h的全球最快營運速度；中國的高鐵路線

仍持續興建中，預計在 2025 年將建成約 60,000公里的高速鐵路網。 

中國人口眾多和流動頻繁，對作為大眾化交通工具的高速鐵路需求巨大，雖有合資與轉讓的條件

為前提，仍吸引了德日加法各廠商爭相以競標的方式搶占巨大的市場，使得中國以此獲取多國的成熟

列車與技術，統稱為和諧號，並且實現引進、拼裝再到逐漸國產化的最終目標。中國製造商在研究這

些早期版本的經驗基礎上，將包含的線路建設、運營調度系統、通信和網絡系統、機械、材料進行相

互配合，推出了中國標準動車組，並將進一步追趕先進列車的指標，建成了針對不同氣候、不同地形

的高鐵，例如經過零下 40 度高寒地帶的哈大高鐵、全球第一條環線高鐵和最南端的高鐵——穿越熱

帶地區和颱風頻發環境的海南環島高鐵、經過大風區和戈壁沙漠的蘭新高鐵和橋隧道路長度超過總長

度一半的貴廣高鐵。 

中國高鐵在這些內外條件偕同配合下得以高速發展，使國內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

促進沿路地區的經濟發展，也使得中國進一步邁向「高鐵社會」，使相鄰省份成為一日生活圈。截止

2021 年底，中國高鐵通達全國 93%的 50 萬人口以上城市。目前無運營時速 200 公里以上的鐵路運營

的區域僅剩暫無高鐵計劃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及西藏自治區。而目前利用建設經驗所新研製的技術並能

開始進軍海外，參與輸出高鐵的承建競爭，例如土耳其高速鐵路、印尼雅萬高速鐵路、美國西部快線

等。 

 

9、【超級計算機】 

中國擁有一系列世界頂級的超級計算機中心。近年來中國在超級計算機方面發展迅速，躍升到國

際先進水準國家當中。 

中國是第一個以開發中國家的身份製造了超級計算機的國家，2011 年中國擁有世界最快的 500

個超級計算機中的 74個，而十年前中國仍默默無聞。中國在 1983年就研製出第一台超級計算機銀河

一號，使中國成為繼美國、日本之後第三個能獨立設計和研製超級計算機的國家。， 

中國以國產微處理器為基礎製造出本國第一台超級計算機名為「神威藍光」，部署於天津濱海新

區的國家超級計算天津中心的業務主機天河一號和曙光計算機天津產業基地生產的曙光星雲，分別為

世界超級電腦運算速度排名的第二和第四名。 

2016 年，中國自主研發的神威·太湖之光成為世界第一的超級計算機，運行速度為 93,014.6 

TFlops(每秒浮點運算次數)。2017年 6月 19 日，基於國產眾核處理器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級電腦以

每秒 12.5 億億次的峰值計算能力以及每秒 9.3 億億次的持續計算能力，再次斬獲世界超級電腦排名

榜單 TOP500第一名。 

 

10、【國產大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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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商飛 C919 是由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製造的一款 168－190座級窄體幹線客機，專為短

程到中程的航線設計，屬於單通道 150座級，標配 168 個座位，最多可容納 190個座位。 

C919計畫於 2008 年 11 月啟動。2009年 9月 8日，C919外形樣機在香港舉行的亞洲國際航空展

（英語：Asian Aerospace）上首次公開亮相。 C919 的首架原型機本計劃於 2014年首飛，2016年交

付航企使用。其後經過延期，2015 年 11 月 2 日，C919 首架總裝完畢，原型機尾號為 B-001A，於中

國商飛公司總裝製造中心浦東基地廠房內正式下線。原型機於 2016年 12月 25 日送交試飛中心；2017

年 4 月，高速滑行試驗完成；並於 2017 年 5 月 5 日下午兩點在上海浦東國際機場順利完成首飛。中

共中央和國務院在飛機首飛成功後發出賀電。而 C919 的引擎目前使用 CFM 國際的 LEAP 1C 引擎，未

來計劃增加國產 CJ-1000A引擎選項。 

2022年 9月 29 日獲民航局頒發適航證，並於年底交付首架飛機，預計啟動客戶為中國東方航空

公司，早期產能僅能交付個位數，官方評估未來中國民航製造商將會填補產能與加上新冠疫情的影響

趨緩，預計在 2025 年能達到年產量 50 架的初步規模。售價大約 1 億美元左右。2022 年 12 月 9 日，

首架 C919交付全球首家客戶中國東方航空公司，東航表示於 2023年首航。 

C919全稱 COMAC-C9-19，C取自中國（China）和中國商飛（COMAC）的首字母；飛機型號選擇 9，

是因為九與「久」諧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代表永恆，象徵「天長地久」，後面的 19指最大載客量為

190個座位。 

2017 年 5 月 5 日，C919 首飛成功標誌著我國大型客機項目取得重大突破是我國民用航空工業發

展的重要里程碑。 

 

【澳門創新科技的發展及其產業化】 

澳門自 1999 年回歸以來，經濟增長迅速，然而以博彩業為主的產業結構易於引起經濟波動，為

避免此風險，澳門致力於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無論是發展特色金融，還是促進文創產業、中醫藥產

業和海洋產業成長，產業多元化均離不開創新科技的推動。 

現階段，澳門亟需對創新科技及產業發展高度重視，並有必要對其進行合理規劃的佈局，以充實

自身科研實力，增強城市競爭力，從而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這不僅有利於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可

持續發展，同時也是粵港澳大灣區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定位的必然要求。 

 

1 澳門創新科技與產業化發展概況 

澳門在回歸之前，澳葡政府對創新科技和產業發展並不重視，澳門的科技發展長期處於「無科技

政策，無發展規劃，無資源投入」的三無狀況，存在著科學基礎薄弱、科學研究氛圍缺少和科研人才

匱乏等諸多不足。 

澳門回歸祖國後，社會穩定，經濟快速增長，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以下簡稱特區政府）開始重

視科技創新事業，2000 年 7 月頒佈《科學技術綱要法》，成為促進澳門科學技術的基本政策，為澳門

的科技發展指明了方向，並列舉了促進創新科技發展的政策措施。2001 年 8 月，特別行政區政府成

立科技委員會，以對澳門科技事務進行統籌和協調。2004 年 6 月，設立科學技術發展基金，配合澳

門的科技政策目標，對相關的教育、研究及專案的發展提供資助。2011 年 2 月，特別行政區政府頒

佈了科學技術獎勵規章，規範了對澳門科技工作者的獎勵制度，期望通過獎勵進一步調動本地科學技

術工作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2016 年 9 月發佈的《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 年）》

中亦特別針對科技創新做了部署，並對接國家「十三五」規劃中的「增強創新理念、提升創新能力，

逐步加強創新和科技進步」的要求。 

在具體的創新科技政策上，澳門特區政府集中資源為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推出一系列支持創新科

技發展的措施，包括營造創新科技的環境、搭建科技管理的架構、持續加大科研投入、不斷擴大科研

合作、資助科研人員開展研究等。與此同時，中央政府也通過政策支持擴大澳門創新科技的發展空間，

例如對澳門開放申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或聯合申請資助。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在特區政府的政策

推動及澳門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澳門創新科技發展勢頭良好，已經在中醫藥、月球與行星科學、

健康科學、晶片設計、物聯網、新材料等方面有了良好的積累，其中有的研究更是達到世界前沿水準，

成為澳門創新科技的立身之本，奠定了澳門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堅實基礎。 

 

2 澳門創新科技能力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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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通過構建創新科技評價指標體系，對澳門的創新科技能力做全面評價。在選取的全球最具

創新能力的 20個都市圈的核心城市中，澳門位居第 18位，與倫敦、北京、紐約等第一梯隊城市差距

較大，但正逐漸接近臺北、首爾等城市，並已超過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在粵港澳大灣區 11個城市中，

澳門的創新科技能力名列第 5 位（低於深圳、香港、廣州、佛山）。在具體分項比較上，澳門無論是

在全球城市體系還是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中，其研發強度、科技知識產出、利於創新科技的營商環

境、資本市場建設等方面都偏弱，相應制約了科技產業化的發展。 

澳門創新科技發展有一項比較突出的優勢，即在高校綜合實力排名上較為明顯，得益於國家的大

力支持與回歸 20載澳門高等教育取得的長足進步與積累。目前，澳門的高校科研實力有了快速提升。 

 

3 澳門的科技產業化尚不足 

澳門高校科研實力提升，表明在理論基礎研究方面相對較強，但創新科技發展在國際和區域的位

元次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問題的焦點在於科技產業化。澳門發展創新科技的方向正確，特別行政區政

府的科技支持力度逐年增加。然而創新科技的成效如何，則取決於其產業化程度，無論科研成果如何

領先，都必須先轉化成為科技產品，經得起市場競爭的考驗，產生正的經濟回報的才會形成科技產業。 

從研究開發到成果轉化，再到產業化生產，構成了科技產業化的過程，這個過程順暢與否，不單

依賴於科研成果本身的技術含量與市場價值，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將技術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起到

決定作用的支援系統，包括科研平台、創新企業、資本市場、政府的科研管理。 

澳門科技產業化存在的問題主要有：澳門的高等院校及科研機構裡的科研平台重視論文發表，欠

缺成果轉化動能，並且科研平台數量仍顯不足，對更多領域的高層次科研人才吸引力不夠；企業是創

新科技成果產業化的主體，由於缺少具有創新能力和動力的企業，導致澳門整體研發投入難以提高，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統計顯示，澳門 2017 年的研發投入占 GDP 比重僅為 0.17%；澳門資

本市場不發達，缺少風險投資，難以為科技產業化提供金融支援；政府層面上的科技委員會和科技發

展基金發揮的是諮詢和資助功能，缺少科技管理職能的專職機構。 

 

4 推動澳門創新科技和產業發展的策略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加強大灣區科技創新合作、創新基礎能力建設及產學研深度

融合，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目標，提升澳門在參與建設「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廊

及打造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過程中所擔當的角色和作用。澳門應積極推動創新科技及產業發展，

打造創新科技生態圈，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建設，並助推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相

應的發展策略如下。 

1）明確澳門的創新科技定位。通過制定創新科技和科技產業化發展的願景和規劃，將澳門作為

粵港澳大灣區西部科技創新中心的定位上升為澳門未來總體發展的戰略目標。 

2）打造堅實的創新科技平台。以現有的 4 個國家重點實驗室（中藥品質研究、類比與混合信號

超大型積體電路、智慧城市物聯網、月球與行星科學）作為澳門科技創新的基礎平台，並爭取建設更

多的國家重點實驗室，提升國家重點實驗室的科研成果轉化，促進科研理論和發明成果從「科學」向

「技術」轉化，從實驗室到市場應用，實現科技的產業化。 

3）培育和吸引更多創新科技人才。制定切實有效的科創人才培養和引進計畫，為學科帶頭人提

供良好實驗和科創環境以及資金支援，進一步便利科技人才在澳門與大灣區其他城市之間的流動。 

4）促進金融市場發展。與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香港、深圳、廣州）形成多層次的資本市場，

發展科技金融，設立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推動風險投資基金關注、投資澳門，為創新科技企業提

供資金支持，激發企業創新活力。 

5）優化創新科技和產業發展的治理體系。成立科技創新局，或提升目前科技發展基金的職能，

設立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的專職機構，形成科技委員會、科技發展基金、科技創新局的科技治理

體系。 

6）拓展創新科技領域。根據澳門的自身稟賦、比較優勢和社會需求等因素，重點發展博彩業科

技、中醫藥科技、資訊科技、金融科技、海洋科技等領域。 
（作者：澳門科技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所 劉成昆 張軍紅） 

 

 



第二部分：其他國情知識（30%） 

【澳門基本法頒佈 30周年】 

2023年 3月 31 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下稱「澳門基本法」）頒佈三十

周年，讓我們共同回顧《澳門基本法》的制訂及頒佈歷程。 

澳門，包括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十六世紀中葉以後被葡萄牙

逐步佔領。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中葡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確認中國政府於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從而實現了長期以來中國人民收回澳門的共同願望 

為了維護國家統一以及領土完整，有利於澳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考慮澳門的歷史和現實情

況。國家決定，在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設立澳門

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澳門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根據《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製訂澳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

障國家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三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決定成立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負責起草澳門基本法。一九九三年三月卅一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澳門

基本法，並經國家主席命令公佈，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正式實施。 

     

《澳門基本法》的結構 

澳門基本法由序言、九章（共有一百四十五條）和三個附件組成。當中的九章包括：第一章、總

則；第二章、中央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第三章、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第四章、政治體制；

第五章、經濟；第六章、文化和社會事務；第七章、對外事務；第八章、本法的解釋和修改；第九章、

附則，以及附件一：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附件二：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

法；附件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 

 

《 澳門基本法》的地位 

澳門基本法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訂，屬於全國性法律，不僅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而且在全國範

圍內生效，全國人民都有義務遵守。另一方面，澳門基本法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憲制性法律，效力高於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其他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任何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

均不得與澳門基本法相抵觸。 

此外，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

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澳門基本法的規定為依據。 
 (註：本文內容主要參閱《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澳門基本法頒佈三十周年紀念大會在澳門舉行】 

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頒佈三十周年大會 3 月 31 日在澳門舉行。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鴻忠出席並發表主旨講話。 

李鴻忠指出，澳門基本法頒佈三十年來，特別是自 1999 年 12 月 20 日起實施以來，與國家憲法

共同構成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確定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各項

事業發展提供了全方面的法治保障。中共二十大報告肯定和展現了多年來「一國兩制」實踐和港澳工

作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同時提出了許多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的新理念和新要求，必須牢牢把握、

始終遵循，作為開展港澳各方面工作的定海神針和行動指南。新時代新征程，實施好澳門基本法，對

於譜寫澳門「一國兩制」實踐新篇章具有重要意義。必須全面準確把握「一國兩制」內涵要義，深刻

認識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切實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不斷完善

「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切實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堅定落實「愛國者治澳」原則，持續推進澳門積

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繼續加強憲法和澳門基本法的宣傳和推廣。 

  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賀一誠出席紀念大會，賀一誠等發表致辭。（來

源：人民日報）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英語：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Day)是為了增強全民國家安全意識，

維護國家安全而設立的節日。2015 年 7月 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

第十四條規定，每年 4 月 15 日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2023 年 4 月 15 日是第八個全民國家安全教

育日。主題是「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增強全民國家安全意識和素養，夯實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

格局的社會基礎」。 

 

【澳門舉辦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展】 

2023 年 4 月 15 日是我國第八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與中央人民政

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再次聯合舉辦「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展」，展期由 4 月 15 日至 5 月

15 日，展覽地點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綜合體會議廳。本次展覽共分為序章和五個

專題部分，重點展示了國家十年來，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科學指導下，堅持統籌發展與安全，國家

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水準顯著提升，各領域安全與發展取得的一系列新的偉大成就，以及在中央

的關心和大力支持下，特區政府持續健全維護國家安全體系，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有效確保了

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以及「愛國者治澳」根本原則在澳門貫徹落實，切實保

障了澳門的社會安全穩定和經濟發展。 

              

【中國式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徵，更有基於

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

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九個方面的本質要求：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

品質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

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 

 

【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 

「一帶一路」為世界提供新機遇
 

2023年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 10周年。新年伊始，中國分別與菲律賓、土庫曼斯坦簽署

了共建「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這充分表明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潮流和全

球治理體系變革的時代要求。「一帶一路」倡議始終保持強大韌性和旺盛活力，持續世界提供新機遇。 

扎扎實實：全球國際合作「範式」效應顯著 

對外開放是我國的基本國策，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品質發展的過程是推進高水準對外開放的

過程。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現已成為跨越地理限制、突破文化差異、融合發展需求的開放式、全球

性合作平臺，並將扎扎實實地為世界經濟復蘇作出重要貢獻。截至目前，「一帶一路」建設碩果累累，

共建「一帶一路」成為深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和國際合作平臺，涵蓋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國家和三分

之一的國際組織。中國已深度融入一個新的巨大的國際體系之中，並形成了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

深層次對外開放格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5%AE%89%E5%85%A8/133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9B%BD%E5%AE%B6%E5%AE%89%E5%85%A8%E6%B3%95/52526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85%B1%E4%BA%A7%E5%85%9A/11722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4%B8%BB%E4%B9%89%E7%8E%B0%E4%BB%A3%E5%8C%96/568540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最深層次的國際背景是當代全球化。今天，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

字、治理赤字都在加劇，人類社會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共同挑戰。2022年世界動盪、衝突頻發，以美

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集體發起了直接針對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競爭。為應對挑戰，中國提出全球安

全倡議和全球發展倡議，將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及其「共商共建共用」的核心理念寫入聯合國、二

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以及其他區域組織等有關檔中。目前，我國已累計與 151 個國家、32 個國

際組織簽署了 200 餘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檔，形成 3000多個合作專案，投資規模近 1萬億美元，

帶動全球國際合作「範式」效應顯著。同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多邊開發機構和國

際合作平台的設立，也推動著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碩果累累：從「一條線」到「一張網」 

截至 2022年 5月，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超過 1400億美元、中歐

班列累計開行 55493 列運送貨物 480 萬標箱、與 32 個共建國家和地區簽署經認證的經營者(AEO)互

認協定。借助于中歐班列，中國和「一帶一路」的夥伴成員擁有了新的交通、運輸、物流大動脈，發

揮了彼此之間經濟的互補性優勢，提升了發展水準。 

截至目前，我國已與 151 個國家、32 個國際組織簽署 200 餘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檔。中老

鐵路、匈塞鐵路等重點專案建設運營穩步推進，一批「小而美」的農業、醫療、減貧等民生專案相繼

落地。海關資料顯示，2022年，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進出口規模創歷史新高，占我國外貿

總值的比重達 32.9%，較上年提升了 3.2 個百分點，較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 2013 年提升了

7.9個百分點。與此同時，與沿線國家的雙向投資也邁上新臺階，涵蓋多個行業。「一帶一路」在促

進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給「沿線國家」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獲得感。 

互利共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如今，大國競爭博弈日趨激烈，多重衝擊對全球經濟增長造成新的壓力，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

體增長日趨分化，世界經濟增速將進一步放緩，外部的嚴峻環境也對「一帶一路」建設提出了新的期

待和新要求。 

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剛品質發展應與構建雙迴圈新發展格局緊密結合，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

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與共建「一帶一路」的要求和目標高度契合。 

中國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品質發展的實踐表明，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

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公共產品的提供者。10 年，對於共建「一帶一路」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未來，共建「一帶一路」將在更大範圍、更高水準、更深層次國際合作的實踐中開啟新征程，同「一

帶一路」夥伴成員共同朝著可持續發展的方向不斷邁進，與夥伴成員一起相互合作、互補合作、優勢

互動，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彰顯負責任大國的擔當。 

(作者：陳新光（中國共生（智庫）國際研究院 執行院長、全球化智庫（CCG）特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