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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与观察
Information & Observation

7 月 2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五部门印发《数字化助力消费品工业“三

品”行动方案（2022—2025 年）》。该方案提出，到 2025 年，消费品工业领域数字技术融合应用能力明显增

强，培育形成一批新品、名品、精品，品种引领力、品质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新一代数字技术与消费品工业融合发展更加深入，技术基础进一步夯实，企业经营

管理数字化普及率、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应用电子商务的企业比例均超过 80%，智慧设计、柔性制

造、供应链协同等关键环节的集成创新和融合应用能力大幅增强，消费品工业数字化转型进展加快。

——供给水平明显提高。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进一步健全，产品供给日益丰富，质量与性能持续提

升，消费品领域新品、精品、名品不断涌现，在纺织服装、家用电器、食品医药、消费电子等行业培育 200 家智

能制造示范工厂，打造 200 家百亿规模知名品牌，产品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持续提升。

——发展生态持续优化。推进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整体提升，创建 50 个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特色鲜

明、辐射力强的“三品”战略示范城市。平台化设计、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服务化延伸等公共服务能力稳

步增强，培育 50 个数字化服务平台，推广 300 个示范带动作用强的应用场景典型案例。

（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7 月 12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该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全

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明显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明显缩

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显著提升，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未落户常住人口。“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

格局全面形成，城市群承载人口和经济的能力明显增强，重点都市圈建设取得明显进展，轨道上的京津冀、长三

角、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建成。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有序疏解，大中城市功能品质进一步提升，小城

市发展活力不断增强，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城镇开发

边界全面划定，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2 950 万亩以内，城市内涝治理取得明显成效，城市燃气等管道老化更

新改造深入推进，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

提高到 87.5%，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超过 43%。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城市治理体系基本建立，治

理能力明显增强。             （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政策速览
（2022年7—8月）

以发布时间为序



  院刊  1361

政策速览（2022年 7—8月）

7 月 27 日，生态环境部印发《“十四五”环境健康工作规划》。该规划提出，紧密衔接健康中国和美丽中国

建设，为助推生态环境管理科学化、精准化发展培育新动能，提供新动力。到 2025 年，基本掌握全国重点地区

高环境健康风险源分布特征，环境健康风险监测布局初步形成；进一步完善环境健康标准体系，研制一批环境健

康风险评估技术规范和模型计算软件；在 10—15 个地区开展环境健康管理试点，环境健康管理实现多层次、多

样化和特色化发展；打造专业化队伍，累计开展业务培训 5 万人次；营造全社会支持参与环境健康工作的良好氛

围，全国居民环境健康素养水平达到 20% 及以上。                （来源：生态环境部）

8 月 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环境部印发《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该实

施方案提出，“十四五”期间，产业结构与用能结构优化取得积极进展，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建成一批

绿色工厂和绿色工业园区，研发、示范、推广一批减排效果显著的低碳零碳负碳技术工艺装备产品，筑牢工业领

域碳达峰基础。到 2025 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较 2020 年下降 13.5%，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

下降幅度大于全社会下降幅度，重点行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明显下降。“十五五”期间，产业结构布局进一步优

化，工业能耗强度、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努力达峰削峰，在实现工业领域碳达峰的基础上强化碳中和能

力，基本建立以高效、绿色、循环、低碳为重要特征的现代工业体系。确保工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在 2030 年前

达峰。              （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8 月 8日，《科技部 财政部 教育部 中科院 自然科学基金委关于开展减轻青年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动的通

知》发布。该通知提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和科技体制改革

三年攻坚方案任务部署，按照科技政策扎实落地的要求，解决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的崭露头角机会少、成长通道

窄、评价考核频繁、事务性负担重等突出问题，保障青年科研人员将主要精力用于科研工作，充分激发青年创新

潜能与活力，现开展减轻青年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动（减负行动 3.0）。专项行动为期 1 年，分 3 个阶段展开。

2022 年 9 月底前，广泛部署动员，摸排情况，找准卡点堵点；2022 年 12 月底前，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完成各自

层面的措施办法制修订工作；2023 年 6 月底前，各项措施办法全面开展实施，减负行动全面落地见效。

（来源：科学技术部）

8 月 10 日，《科技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统筹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立

项管理工作的通知》发布。该通知提出，为进一步加强宏观统筹，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以下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在立项过程中要建立联合审查机制，避免重复申报，确保科研人员有充足时间投入研发工作。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不含青年科学家项目、科技型中小企业项目、国际合作类项目；限项目负责人

和课题负责人）。

——科技创新 2030 —重大项目（不含青年科学家项目；限项目负责人和课题负责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限项目负责人和课题负责人）、基础科学中心项目（限学术带头人和骨干

成员）、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限部门推荐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和具有高级职称的主要参与者）。

（来源：科学技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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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科学技术部、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提出，场景创新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升级、产业增长的新路径，场

景创新成果持续涌现，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上水平。

——重大应用场景加速涌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科学研究发现、重大活动保障等领域形成一批示范性强、显

示度高、带动性广的重大应用场景。

——场景驱动技术创新成效显著。通过场景创新促进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和系统平台优化升级，形成技术供给

和场景需求互动演进的持续创新力。

——场景创新合作生态初步形成。初步形成政府、产业界、科技界协同合作的人工智能场景创新体系，场景

创新主体合作更加紧密、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场景驱动创新模式广泛应用。场景开放创新成为地方和行业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抓手，形成一批场

景开放政策措施和制度成果。

（来源：科学技术部）

8 月 15 日，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印发《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行动方案（2022—2023 年）》。该行动方案提

出，到 2023 年底，一批惠企创新政策落地见效，创新要素加速向企业集聚，各类企业依靠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

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一批骨干企业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一大批中小企业成为创新重要发源地，形成更加公平

公正的创新环境。具体行动内容包括：① 推动惠企创新政策扎实落地；② 建立企业常态化参与国家科技创新决

策的机制；③ 引导企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④ 支持企业前瞻布局基础前沿研究；⑤ 促进中小企业成长为创

新重要发源地；⑥ 加大科技人才向企业集聚的力度；⑦ 强化对企业创新的风险投资等金融支持；⑧ 加快推进科

技资源和应用场景向企业开放；⑨ 加强产学研用和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⑩ 提高企业创新国际化水平。

（来源：科学技术部）

8 月 16 日，科学技术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印发《“十四五”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

划》。该规划提出，“十四五”科普发展的总体目标是：科普在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发展

过程中的作用显著提升，科普法规、政策、工作体系更加健全，全社会共同推动科普的氛围加快形成，科普公共

服务覆盖率和科研人员科普参与率不断提高，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显著提升。到 2025 年，公民具备科

学素质的比例超过 15%；多元化科普投入机制基本形成，在政府加大投入的同时，引导企业、社会团体、个人等

加大科普投入；科普人员数量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科普设施布局不断优化，鼓励和支持建设具有地域、产

业、学科等特色的科普基地，创建一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提高科普基础设施覆盖面。

（来源：科学技术部）

8 月 18 日，科学技术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印发《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

施方案（2022—2030 年）》。该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实现重点行业和领域低碳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

支撑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 2020 年下降 18%，单位 GDP 能源消耗比 2020 年下降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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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30 年，进一步研究突破一批碳中和前沿和颠覆性技术，形成一批具有显著影响力的低碳技术解决方案和综

合示范工程，建立更加完善的绿色低碳科技创新体系，有力支撑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65% 以

上，单位 GDP 能源消耗持续大幅下降。该实施方案提出 10 项具体行动：①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科技支撑行动；

② 低碳与零碳工业流程再造技术突破行动；③ 城乡建设与交通低碳零碳技术攻关行动；④ 负碳及非二氧化碳温

室气体减排技术能力提升行动；⑤ 前沿颠覆性低碳技术创新行动；⑥ 低碳零碳技术示范行动；⑦ 碳达峰碳中和

管理决策支撑行动；⑧ 碳达峰碳中和创新项目、基地、人才协同增效行动；⑨ 绿色低碳科技企业培育与服务行

动；⑩ 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国际合作行动。

（来源：科学技术部）

8 月 25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品牌建设

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品牌建设初具成效，品牌对产业提升、区域经济发展、一流企业创建

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基本形成层次分明、优势互补、影响力创新力显著增强的品牌体系，品牌建设促进机制和

支撑体系更加健全，培育一批品牌管理科学规范、竞争力不断提升的一流品牌企业，形成一批影响力大、带动

作用强的产业品牌、区域品牌，中国品牌世界共享取得明显实效，人民群众对中国品牌的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到 2035 年，品牌建设成效显著，中国品牌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创造高品质生活的有力支撑，形成一批质量卓

越、优势明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品牌、产业品牌、区域品牌，布局合理、竞争力强、充满活力的品牌体

系全面形成，中国品牌综合实力进入品牌强国前列，品牌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8 月 25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七部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绿色低碳发展行

动计划（2022—2025 年）》。该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5 年，信息通信行业绿色低碳发展管理机制基本完善，节

能减排取得重点突破，行业整体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助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能力明显增强，单位信息流量综

合能耗比“十三五”期末下降 20%，单位电信业务总量综合能耗比“十三五”期末下降 15%，遴选推广 30 个信

息通信行业赋能全社会降碳的典型应用场景。展望 2030 年，信息通信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总体布局更加完善，信

息基础设施整体能效全球领先，绿色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顺畅，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发展。

（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8月27日，科学技术部、上海市人民政府、江苏省人民政府、浙江省人民政府、安徽省人民政府印发《长三

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合作机制》。该合作机制提出，以“科创+产业”为引领，聚焦国家重大创新需求，

联合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推动重点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联合构建跨学科、跨领域、跨区域的若干

创新联合体，实现项目、人才、基地、资金一体化配置，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探索建立跨区域

协同创新的合作机制，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推动长三角区域成为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

动力源。

（来源：科学技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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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9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印发《加快电力装备绿色低碳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该行动计划提出，通过 5—8 年时间，电力装备供给结构显著改善，保障电网输配效率明显提升，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及示范应用不断加快，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基本满足适应非化石能源高比例、大规模接入的新型

电力系统建设需要。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能力累计超过 2 亿千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备供给能力不断提高，风电

和太阳能发电装备满足 12 亿千瓦以上装机需求，核电装备满足 7 000 万千瓦装机需求。

（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8 月 29 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该意见就推动高校

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有组织科研，全面加强创新体系建设，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更高质量、更

大贡献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作出部署。该意见明确了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的重点举措：①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建设；② 加快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重大突破；③ 加快国家战略急需的关键核心技术重大突破；④ 提升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能力服务产业转型升级；⑤ 提升区域高校协同创新能力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⑥ 推进高水平人才队伍

建设打造国家战略人才力量；⑦ 推进科教融合、产教协同培育高质量创新人才；⑧ 推进高水平国际合作；⑨ 推

进科研评价机制改革营造良好创新生态。

（来源：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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