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大力发展新一代高新技术

本报记者 吴科任

10月21日，科技部高新技术司司长秦勇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十四五”高新技术发展的规划布局上，将加强前瞻部署，大力发展以智能技术和量子技术为特征的新一代高新技术，打造我国高新技术先发优势。

量子技术备受瞩目

据中国信通院去年1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量子信息技术主要包括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和量子测量三大领域，可以在提升运算处理速度、信息安全保障能力、测量精度和灵敏度等方面突破经典技术的瓶颈。 量子信息技术成为信息通信技术演进和产业升级的关注点之一。

中国信通院表示，近年来欧美国家纷纷启动量子科技战略行动计划，大幅增加研发投入。 英国2015年启动“国家量子技术计划”，投资2.7亿英镑建立量子通信、传感、成像和计算四大研发中心，开展学术与应用研究。 2018年11月进行了第二阶段2.35亿英镑拨款。 德国在2018年9月提出“量子技术———从基础到市场”框架计划，拟于2022年前投资6.5亿欧元促进量子技术发展与应用，并可延长资助至2028年。 美国2018年12月通过《国家量子行动计划（NQI）》，计划在未来四年增加量子信息科学领域投资12.75亿美元。

我国对量子信息技术发展与应用高度重视。 国务院发布《“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等文件，指导量子信息技术研究与应用。

秦勇介绍，“十三五”期间，我国在超级计算、轨道交通、量子信息、增材制造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 在量子信息技术方面，“墨子号”和“京沪干线”的实验，构建了首个天地一体化的量子通信网络雏形。

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为时尚早

量子通信商业化应用仍处起步阶段。“未来可能需要10年以上时间才能把量子科技应用到实际场景。 ”太平洋证券指出，量子通信的应用发展面临从技术产业到测评标准等多方面的瓶颈，现阶段尚不具备大规模市场推广的条件。 目前，量子保密通信产品与传统密码产品相比，在稳定性和产品价格方面存在竞争劣势，从而限制了产品的大范围应用。

近期，多家量子通信概念热门公司提示市场炒作风险。 蓝盾股份表示，公司目前在“量子科技”领域未进行市场业务开展，无相关业务收入。 浩丰科技表示，公司尚未在量子应用领域形成相关产品，目前该项技术对公司营业收入无任何影响。

科大国创表示，公司2018年参股投资了国仪量子，目前持有3.3%股权。 公司与量子产业链公司进行了相关合作和市场推广应用。 量子科技发展前景广阔，但产业化应用尚需过程。

光库科技表示，公司的波分复用器等通用光纤器件产品可应用于包括量子通信在内的光通信领域，但量子通信领域并非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和未来发展方向，相关产品占比极低，几乎未产生营业收入和利润。

A06

公司新闻 Company

■

2020

年

10

月

22

日 星期四

■

责编：郭宏 美编：王春燕 电话：

010-63070383

科技部：大力发展新一代高新技术

今年粮食丰收已成定局

生猪生产恢复好于预期

□本报记者 周文天 潘宇静

10月21日， 农业农村部就2020年前三季

度农业农村经济形势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

总经济师、发展规划司司长魏百刚表示，农业

农村经济保持持续向好、稳中有进态势。 粮食

丰收已成定局， 预计产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生猪生产恢复好于预期，“菜篮子” 产品供应

充足； 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48123亿元，

同比增长2.3%。

粮食再获丰收

魏百刚说，我国夏粮早稻双双增产，产

量达到3402亿斤，比上年增加44.8亿斤，特

别是早稻面积扭转连续7年下滑势头。目前

秋粮收获接近八成，丰收已成定局。预计全

年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将连续6年保持

在1.3万亿斤以上。 种植结构持续优化，优

质专用小麦面积占比达到35.8%， 优质稻

谷面积进一步扩大，大豆面积预计连续5年

增加。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司副司长刘莉华表示，

稻谷、小麦、籼稻最低收购价在连续三年调低

的情况下，今年有所提高，释放出重农抓粮的

信号。 农业农村部等部门统筹整合资金40多

亿元支持双季稻生产。中央财政在预算紧张的

情况下，继续保持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资金

的规模总体稳定，及时下拨重大病虫害防控资

金和农业生产救灾资金。

“我们初步测算了一下，今年因粮食面积

增加，对增产的贡献率超过了50%。 各项减灾

增产的技术措施落实到位，加上大部分地区光

温水匹配较好，对作物生长有利，特别是今年

降雨比较多，旱地作物长势较好，利于单产提

高。 ” 刘莉华说。

猪肉价格持续回落

魏百刚介绍，前三季度新建投产1.25万个

规模猪场，1.34万个空栏规模猪场复养。截至9

月底，全国生猪存栏达到3.7亿头，恢复到2017

年末的84%；能繁母猪存栏达到3822万头，恢

复到2017年末的86%。 随着生猪生产快速恢

复、出栏量增加，猪肉价格已连续7周回落，集

贸市场价格每公斤50.56元，比今年2月份的最

高点低9.08元。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副局长陈光华

表示，在市场拉动和政策推动下，今年以来

全国生猪生产持续恢复，养猪场户补栏增养

的积极性很高。 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到今

年9月份能繁母猪存栏已经连续12个月增

长，生猪存栏也连续8个月增长，特别是今年

6月份和7月份，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先后实

现同比增长。 这是生猪生产恢复的两个重要

时间拐点。

“8月份和9月份增幅进一步扩大，9月底

能繁母猪存栏同比增长28%，生猪存栏同比增

长20.7%。 按照这个趋势，有信心实现全年生

猪产能基本恢复到接近常年水平的目标。 ”陈

光华说。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自从今年3月份以

来，生猪出栏连续7个月环比增长；1-9月份猪

肉进口量328.6万吨，同比增长132.2%。

陈光华称，近期农业农村部组织专家分析

和测算，综合考虑生猪生产恢复情况、猪肉进

口、消费需求变化等因素，明年元旦春节期间，

猪肉的供应量同比会增长30%左右，价格总体

上将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玉米价格继续上涨缺乏支撑

今年以来，玉米价格总体呈上涨态势。 9

月份，随着华北、东北新产玉米陆续上市，价格

开始回落。 国庆假期之后价格再次上涨。 农业

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吉林部分地区企业挂牌

收购价每斤玉米1.12元左右，黑龙江部分地区

每斤玉米1.07元左右。

魏百刚分析，玉米价格上涨主要是三方面

原因。 一是需求旺盛，多元主体收购积极性比

较高。 主要是生猪生产加快恢复，饲用玉米需

求量明显增加。 同时，玉米淀粉、酒精产品增

加， 加工企业和贸易商普遍看好玉米市场，抬

价收购。

谈到小麦是否会替代玉米成为主选饲料

时，魏百刚表示，近期玉米价格上涨，一定程度

上出现企业收购小麦用作饲料的情况。从经验

来看，小麦价格是玉米价格的“天花板” ，小麦

饲用量增加就会抑制玉米价格上涨，玉米价格

下降以后会促使饲料企业减少小麦的使用。长

期看，用小麦替代玉米的可能性不大。

二是成本增加， 农民惜售希望卖出好价

钱。 今年台风对东北玉米产量影响有限，但受

灾地区玉米出现倒伏，严重倒伏地块只能靠人

工进行收割。

三是资本炒作，价格看涨预期增加。 受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国内外投机资本

对粮食市场炒作有升温迹象。10月份以来，

国际国内玉米期货价格上涨明显， 贸易商

和加工企业看涨预期增加，导致现货价格联

动上涨。

“总体看，玉米价格上涨是收储制度改革

以来的恢复性上涨，特别是在生产成本增加的

情况下，价格适当上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我

们判断，今年玉米丰收已成定局，前期竞拍玉

米陆续出库上市。 加上部分库存稻谷、小麦可

以用于饲料替代，供给有保障，玉米价格继续

上涨缺乏支撑。 ” 魏百刚说。

10月21日， 科技部高新技术司司长秦勇在国

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十四五” 高新

技术发展的规划布局上，将加强前瞻部署，大力发

展以智能技术和量子技术为特征的新一代高新技

术，打造我国高新技术先发优势。

沃森生物谋划H股上市

意在推进国际化战略

□本报记者 郭新志

10月20日晚，沃森生物发布H股上市计划。“H

股上市主要是为了推进公司的国际化战略。 ” 10月

21日，沃森生物副董事长黄镇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公司将利用境外资金进行疫苗研发、销

售、生产的全球化布局，最终实现公司国际化战略目

标：到2025年，沃森生物力争实现营收200亿元，境

内、境外各占一半。

研发销售两端发力

“觉得很突然。 ” 10月21日，一位拥有20余年疫

苗市场经验的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此前疫苗

圈并未传出沃森生物计划H股上市的消息，“沃森

的产品线、研发管线都比较好，公司在努力提升销售

能力，H股上市对公司是好事。 ”

沃森生物董事长李云春一直有国际化的梦想。

早年在昆明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 李云春有了接触

国外疫苗公司和产品的机会， 对当时国内外药物公

司、药物研发的差距颇为感慨。 2001年，李云春从昆

明所下海创办沃森生物，对于沃森生物最初的构想，

也是比照国际药物公司，构建疫苗、血液制品、单抗

三个极具发展前景的业务线。

“回过头看，还是走了一些弯路。 当时没有考虑

到单抗研发投入巨大，对现金流要求极高，血液制品

业务经营情况也不佳。 ”李云春说，由于资本市场对

盈利指标的约束，沃森生物不得不出售单抗、血液制

品相关资产，转而专注于疫苗业务。

此次推进H股上市，则是沃森生物“国际化战

略” 的重要一子。 “公司研发管线丰富，无论是新

冠疫苗还是其他前沿疫苗产品， 未来都需要投入

较大研发资金，公司H股上市后，海外融资会更加

便利。 ” 黄镇说，“全面国际化” 是公司中长期发

展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主要是在研发、销售两端

发力。 生产方面， 会在海外部分地区建立生产车

间；研发方面，会与海外机构展开战略合作，建立

一些研发中心等；销售方面，会在海外建立一些销

售网络。“这些工作都需要大量投入资金。 ” 黄镇

说，H股上市能够解决公司发展中面临的这些现

实问题。

明年全面启动国际化战略

沃森生物称，H股上市是基于公司战略规划及

业务发展的需要， 借此可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资本实

力和综合竞争力，调整资本结构，利用境外资本市场

融资。公司拟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并申请在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挂牌上市。截至目前，

公司正积极与相关中介机构就相关工作进行商讨，

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具体细节尚未确定。

嘉和生物一位股东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尽管

沃森生物目前账面资金充沛， 但要实现未来的发展

目标，公司还需要较大投入。 他透露，10月7日，在嘉

和生物H股上市仪式上，李云春亦登台发言。“作为

沃森生物此前控股的公司， 当时若不是因为资金紧

张，沃森不会选择让出控股权。 ”

业内人士预计， 沃森生物H股融资规模至少

在20亿元（人民币）以上。 公告显示，沃森生物目

前处于临床研究阶段的产品包括ACYW135群脑

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4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9价HPV疫苗（毕赤酵母）、重组肠道病毒71型病

毒样颗粒疫苗（毕赤酵母）、新型冠状病毒mRNA

疫苗。

“在研产品后续将投入较大资金。 ” 前述拥有

20余年疫苗市场经验的人士说， 以新型冠状病毒

mRNA疫苗为例，目前该疫苗正处于Ⅰ期临床试验

阶段，后续临床试验投入巨大。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沃森生物仍在洽谈投

资一些市场需求大的新型疫苗产品。

黄镇称，2021年将是沃森生物的国际化元年，

一旦H股上市成功，公司的国际化战略将全面展开。

两大重磅产品当先锋

上市十年来，沃森生物的业绩波动较大。“公司

产品质量有目共睹，但销售能力有待提高。 ” 多位资

深疫苗市场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凭借现有的

两大全球重磅疫苗产品———13价肺炎结合疫苗、二

价HPV疫苗（正在申报生产），公司已有充足的底

气进军国际市场。

事实上，沃森生物此前已有产品销往海外。财报

显示，2019年，公司海外地区营业收入为9620.94万

元，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8.58%。

沃森生物首席战略官向左云此前透露， 公司目

前共有7个品种上市，7个品种平均的研发周期是

9.13年。 其中，13价肺炎结合疫苗研发周期最长，花

了14.5年。

作为13价肺炎结合疫苗的研发领头人，黄镇用

“研发难度最大、生产工艺最难”来形容该疫苗研发

之艰难。 不过，这使得沃森生物成为国内首家、全球

第二家13价肺炎结合疫苗获批的企业，其13价肺炎

结合疫苗于今年3月31日首次获得批签发。 中检院

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9月，沃森生物13价肺炎

结合疫苗批签发量合计331.26万支，占比49.8%。 今

年第三季度，沃森生物23价肺炎多糖疫苗批签发量

约149万支，同比大幅上升62.66%。

“沃森生物在花大力气弥补销售短板。” 前述疫

苗市场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为了促进13家肺

炎结合疫苗产品销售，沃森生物高薪聘请销售能手，

单独组建了一支销售队伍。目前，该疫苗产品已经进

入了全国27个省（区、市）。

此外，沃森生物二价HPV疫苗正处于申报生产

阶段。 业界预计，该产品有望明年上市销售。“13价

肺炎结合疫苗和HPV疫苗都是重磅产品，全球市场

需求巨大。 ”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上述两大重磅产品

将是沃森生物国际化的重要抓手。 而H股上市成功

后，伴随公司国际化进程加快，沃森生物有望迎来新

的发展阶段。

□本报记者 吴科任

量子技术备受瞩目

据中国信通院去年12月发布的一份报

告，量子信息技术主要包括量子计算、量子通

信和量子测量三大领域， 可以在提升运算处

理速度、信息安全保障能力、测量精度和灵敏

度等方面突破经典技术的瓶颈。 量子信息技

术成为信息通信技术演进和产业升级的关注

点之一。

中国信通院表示， 近年来欧美国家纷纷

启动量子科技战略行动计划， 大幅增加研发

投入。 英国2015年启动 “国家量子技术计

划” ，投资2.7亿英镑建立量子通信、传感、成

像和计算四大研发中心， 开展学术与应用研

究。 2018年11月进行了第二阶段2.35亿英镑

拨款。 德国在2018年9月提出“量子技术———

从基础到市场”框架计划，拟于2022年前投资

6.5亿欧元促进量子技术发展与应用， 并可延

长资助至2028年。 美国2018年12月通过《国

家量子行动计划（NQI）》，计划在未来四年

增加量子信息科学领域投资12.75亿美元。

我国对量子信息技术发展与应用高度重

视。 国务院发布《“十三五” 国家科技创新规

划》《“十三五”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

划》《“十三五” 国家信息化规划》等文件，

指导量子信息技术研究与应用。

秦勇介绍，“十三五” 期间，我国在超级

计算、轨道交通、量子信息、增材制造等领域

取得了一系列突破。 在量子信息技术方面，

“墨子号” 和“京沪干线” 的实验，构建了首

个天地一体化的量子通信网络雏形。

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为时尚早

量子通信商业化应用仍处起步阶段。“未

来可能需要10年以上时间才能把量子科技应

用到实际场景。 ”太平洋证券指出，量子通信

的应用发展面临从技术产业到测评标准等多

方面的瓶颈， 现阶段尚不具备大规模市场推

广的条件。 目前，量子保密通信产品与传统密

码产品相比， 在稳定性和产品价格方面存在

竞争劣势，从而限制了产品的大范围应用。

近期， 多家量子通信概念热门公司提示

市场炒作风险。 蓝盾股份表示， 公司目前在

“量子科技”领域未进行市场业务开展，无相

关业务收入。浩丰科技表示，公司尚未在量子

应用领域形成相关产品， 目前该项技术对公

司营业收入无任何影响。

科大国创表示，公司2018年参股投资了

国仪量子，目前持有3.3%股权。 公司与量子

产业链公司进行了相关合作和市场推广应

用。量子科技发展前景广阔，但产业化应用尚

需过程。

光库科技表示， 公司的波分复用器等通

用光纤器件产品可应用于包括量子通信在内

的光通信领域， 但量子通信领域并非公司主

营业务范围和未来发展方向， 相关产品占比

极低，几乎未产生营业收入和利润。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将加快

进一步提升环境监测和执法监管能力

□本报记者 刘杨

10月21日，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

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三五” 是

迄今为止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成效最大、生态

环境保护事业发展最好的五年。生态环境部

将把做好“十三五” 收官，特别是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收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同时，将

科学设定 “十四五”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目

标、指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建设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进一步提升环境监测和执法监

管能力。

促进绿色发展

“十三五” 规划纲要确定的生态环境保

护领域的约束性指标包括：细颗粒物（PM2.

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下降比例、地

表水质量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 劣Ⅴ类

水体比例、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比例

和化学需氧量以及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主要污染物的削减量和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赵英民介绍，前8项生态环境保护领域

的约束性指标已提前完成。 今年1-9月，这

8项约束性指标继续向好发展，全国地级及

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7.2%， 预计到年底能够完成84.5%的约束

性目标。

统计数据显示，“十三五” 期间，我国单

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累计下降18.2%， 全国

实现超低排放的煤炭机组达到8.9亿千瓦，占

煤电总装机容量的86%。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

最大规模的超低排放清洁煤电供应系统，光

伏、风能装机容量、发电量均居世界首位，全

国清洁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23.4%，

京津冀地区煤炭集疏港实现了“公转铁” ，全

国铁路货运量同比增长7.2%。

赵英民指出，通过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环

境质量底线、 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

清单硬约束，优化产业布局和结构，大力整顿

散乱污企业， 有效解决了市场竞争中劣币驱

逐良币的现象， 为环境守法企业创造了更加

公平的竞争环境。 通过逐步调整提高污染物

的排放标准， 促进了产业技术升级和行业企

业绿色发展。

加强协同控制

“国内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 生态环

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处于

高位。 ”赵英民表示，当前中国生态环境问题

突出表现在“三个没有根本改变” ：以重化工

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以公

路为主的运输结构没有根本改变； 环境污染

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严峻形势没有根本改变；

生态环境事件多发频发的高风险态势没有根

本改变。

赵英民透露，“十四五” 期间，生态环境

部门将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科学设定“十四五” 生态环

境保护规划目标、指标和重点任务，开展二

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加快建设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推进产业、能源、运输、用地四

大结构调整优化， 进一步突出重点管控时

段、空间、行业领域和污染物，特别是加强

PM2.5和臭氧的协同控制，进一步优化大气

污染防治的重点区域范围，加强区域联防联

控和重污染天气应对，提升环境监测和执法

监管能力， 不断深化空气污染治理成果，进

一步提升空气质量。

赵英民表示，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继续

保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力， 坚定实施积极

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 全面加强应对气候

变化工作， 推动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

体系。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大力

发展非化石能源， 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行

动。加快推进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绿

色低碳技术创新，切实提升气候治理能力，为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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