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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底层技术 双管齐下解决“卡脖子” 问题

●本报记者 吴科任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

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拧好每一颗螺丝

钉。 对此，上海凯世通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创始人陈炯博士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半导体领域的核心装备和

关键材料所运用的理论，其实都是比较简单

的。但是，在把理论转换为工程时，需要‘工

匠精神’ 。 只要大家静下心去做，就一定能

做出东西来。 ”

对我国在不少领域面临的“卡脖子”问

题，航天信息董事长马天晖表示，解决基础

研究成果产出和转化问题，需要依靠科研机

构和企业界两方面力量。

“过去几十年，我国基础研究取得长足进

步，进入持续稳定发展阶段。 越来越多的优秀

学者深耕基础研究领域， 世界级成果不断涌

现，在化学、材料、物理等基础学科方面居于

世界前列，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区块链等新

一代基础信息技术也在持续突破。”阿里巴巴

达摩院秘书长刘湘雯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但与此同时，我国在高端芯片、基础材料、工

业母机等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

疏通产业源头

“有时候，基础研究只是为了弄明白几

个数字、几个参数，但非常重要。 ” 中科院植

物研究所植物工厂研发中心助理研究员李

鹏博士举了一个例子，“2001年， 北大生态

学系在美国《科学》 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

章。 这篇文章主要研究了建国50年中，中国

的森林是碳源还是碳汇。相关研究为我国争

取国际气候谈判主动权提供了数据支撑。 ”

李鹏表示，产品也好，场景也罢，背后都

有一套科学逻辑，这是基础研究。 没有基础

研究，大厦建得再高，风一吹就塌了。

马天晖认为， 科技创新体系可以用中国

传统哲学中的“道、法、术、器” 来划分为四个

层次：基础研究是“道” ，技术原理是“法” ，

技术发明是“术” ， 具体生产技术和应用是

“器” 。 从这四个层次看，基础研究是科技创

新体系的基础，是应用技术的源头和起点。

刘湘雯强调， 新产品和新工艺的诞生不

是凭空出现的， 而是基于基础研究突破性的

新原理和新概念。 当然，产业化大规模应用，

给基础研究进一步发展提供新土壤和新思

路。 基础研究对工业影响非常大，基础研究与

产业化的良好互动，将有助于两者持续发展。

李鹏说，尽管我国在化学、材料、物理、

工程等学科整体水平明显提升，也在量子信

息、干细胞、脑科学等前沿领域取得一批重

大原创成果。但是，从整体看，我国基础研究

能力与世界最好水平相比还有差距，广大科

研工作者任重道远。

不能因噎废食

企业是市场创新主体，有无必要进行基

础研究，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近年来，一大批

高科技企业都在基础研究上不断发力。

维信诺副总裁徐凤英表示：“创新是企

业发展的灵魂。 对高科技企业来说，基础研

究更是塑造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显示技术

发展迭代周期长， 尤其需要前瞻性和基础

技术的长期积累。 我们从一开始就强调自

主创新，虽然很难，但这是唯一能够让中国

在OLED产业争得国际话语权的方式。即使

在产业低谷期，我们的团队也从未放弃。 ”

“有观点认为，基础研究短时间内很难

直接转化为生产力，无法带来实实在在的收

益。 ” 马天晖表示，企业应重点关注如何把

基础研究向经济效益转化，但也不能因噎废

食，放弃基础研究。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型

企业都有自己面向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

究的研究院或中心，高科技跨国大公司的研

究院规模更是庞大。（下转A02版）

逆回购“小变化” 释放大信号 年中流动性无虞

●本报记者 张勤峰

临近年中，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出现久违的

新变化。 央行公告显示，为维护半年末流动性

平稳，6月24日人民银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

了300亿元逆回购操作，期限为7天，中标利率

为2.20%。 分析人士表示，这是今年3月以来，

央行此类单次操作量首次超过100亿元。

业内人士认为，央行此举意在释放稳定年

中流动性的信号，操作绝对规模虽不大，在呼

应货币政策“稳字当头” 的同时，凸显政策操

作更加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的特征。 若监管考

核等季节性因素对流动性供求影响加大，央行

可能会适时适度增加流动性供应。 目前，在税

期等扰动因素过后，资金面正回归平稳，安然

度过年中没有悬念。

传递呵护年中流动性信号

虽然300亿元不多，但具有重要的信号意

义。这是不少业内人士对央行此次逆回购操作

打破“平静”的看法。

从公告看，央行此次逆回购操作的期限和

中标利率均无变化，但操作量由前一日的100

亿元增至300亿元。 这是自3月1日起，央行连

续80个交易日开展1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

后， 首次在操作量方面出现变化。 数据显示，

24日央行逆回购到期100亿元，故此次操作净

投放200亿元。

“央行此次公开市场操作超量投放的背

景是， 随着基础货币自然消耗，6月资金面比

前几个月紧张。 ”江海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屈庆

说，6月以来， 银行间市场上代表性短期市场

利率指标———DR007（银行间市场质押式7天

期回购利率） 的7天滚动平均值一直维持在

2.20%附近或以上，且临近年中，跨季资金需

求或致资金面再次出现阶段性收紧。

“临近年中， 资金面存在进一步收紧压

力。 ”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向市

场注入200亿元短期流动性， 有助于抑制

DR007月均值上行势头， 引导市场利率继续

围绕政策利率小幅波动，进而稳定市场预期。

“央行对维护流动性合理充裕的表态并

不是一句空话。 ”谈及此次公开市场操作的意

义，屈庆如是说。在业内人士看来，虽然规模不

大，但央行此举向外界清晰表明了维护年中流

动性平稳的态度。

无需过度担忧跨季流动性

业内人士认为， 在央行逆回购操作加码

后，市场对跨季流动性乃至下半年资金面预期

可以更乐观些。

6月23日，DR001 （银行间市场质押式隔

夜回购利率）加权平均利率报2.36%，创逾4个

月新高。 市场人士分析，过去几日流动性有所

收敛，主要是受财政税收因素影响。 24日，随

着税期扰动减弱，加上央行逆回购操作适度加

大， 货币市场资金面已好转。 截至收盘，

DR001加权平均利率跌至1.82%， 重回2%下

方；DR007加权平均利率下行至2.26%。

“按照传统分析模型， 随着年中临近，受

监管考核、存款准备金缴存基础扩大、预防性

资金需求可能上升等影响，后续货币市场流动

性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 有市场观点称。

不过，有研究人士提示，传统流动性分析，

往往忽略央行流动性供应这一关键变量。既然

央行已表态“维护半年末流动性平稳” ，可以

预计央行将根据年中流动性供求变化，灵活开

展公开市场操作， 必要时将增加流动性投放。

从以往情况看，几乎每年6月，央行都会通过

逆回购操作等手段加大流动性投放。

“若月末前几个交易日资金面仍有收紧

态势，不排除央行持续实施超过100亿元逆回

购操作的可能性。 ”王青称。

有央行的“呵护” ，安信证券固定收益部

研究主管张世璁认为，年中流动性将继续保持

合理充裕状态，市场无需过度担忧。

不意味着货币政策放松

今年以来， 货币市场波动性大为收敛，资

金面的表现在很多时候都好于市场预期。

（下转A02版）

交通运输部：

空集装箱短缺情况得到缓解

●本报记者 金一丹

6月24日，针对目前国际集装箱班轮市场“一

舱难求、一箱难求、运价持续上涨” 现象，交通运输

部副部长赵冲久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

国造箱企业加大生产力度， 目前的月产能已提高

至50万标箱，到5月份我国主要港口的空箱短缺量

已经降到1.3%，空箱短缺情况得到有效缓解。

供需矛盾导致运价上涨

赵冲久表示，运价上涨是由供需矛盾决定的。

“从需求的角度看，由于疫情的原因，国际上很多

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都受到很大的冲击。我国在

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我们的

产业链、供应链保护得非常好，使我国进出口贸易

需求大幅度增长。 ”赵冲久说。

从供给的角度看，赵冲久表示，除了1%左右

的船舶在修理以外， 全球海运运力已经全部投入

到运输当中，甚至包括部分非集装箱船，如杂货船

也被用来承运集装箱。

一些突发事件也对海运运力造成了一定影

响。赵冲久提到，今年3月份，苏伊士运河的搁浅事

故导致运河关闭了6天， 开放以后船舶集中到港

口，引起压港，致使整个海运效率降低。 同时，一些

区域性冲突也会导致局部航运市场受到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海运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赵

冲久认为，疫情影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港

口作业效率降低。疫情期间，港口作业工人要封闭

管理，各个国家都采取相应的措施，导致装卸效率

降低。二是海运船员换班受影响。国际船舶的海运

船员在各个港口都要换班， 换班过程中受疫情防

控影响，效率也会降低。 此外，港口堆场不足等因

素，也导致整个航运市场运输效率下降。

空箱短缺量降至1.3%

为解决海运运力紧张问题，赵冲久表示，交通

运输部对国际供应链的稳定是有所作为的， 做了

大量工作，（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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