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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
审议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
龄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到各方关注。

专家表示，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一
大原因，是为适应当前的人口发展形
势，有效应对老龄化挑战。如何理解人
口结构变化和退休年龄调整之间的关
系？“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趋势一：寿命升，我国人均预期
寿命已达78.6岁

我国已进入长寿时代，人们生命
历程中的老年期更长。最新数据显
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8.6岁。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
说，根据预测，到2030年之前，我国人均
预期寿命超过80岁是大概率事件。

“快速长寿化、平均预期寿命大幅
度延长，意味着退休年龄余寿大幅提
升，而且未来会继续增高。与之相对
应的，是我国现行男职工60周岁、女职
工55周岁或50周岁的法定退休年龄，
70余年未作出相应调整。”中国人口学
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
新说。

“现行法定退休年龄是上世纪50
年代确定的，当时的人均预期寿命不
到50岁。”原新表示，“延迟退休是一
项综合性的社会改革，包含了顺应经
济社会发展多方面需要。适应人口预
期寿命增长是其中一项重要考量。”

趋势二：素质升，新增劳动力平
均受教育年限超14年

随着我国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
教育体系，人口素质显著提升。劳动年
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增加，由
1982年的刚刚超过8年提高至2023年
的11.05年，特别是新增劳动力平均受
教育年限已超过14年。

“现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
60%，大学生数量显著增多，接受高
等教育的人口已超2.5 亿人。与过去
20岁左右就参加工作相比，现在年轻
人硕士毕业差不多25岁、博士毕业近
30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
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援引一组数据指
出，劳动者进入劳动市场时间推迟，
而退休年龄不变，不利于人力资源充
分利用。

“如果在自愿、弹性前提下适当延
迟退休年龄，同时健全就业促进机制，
着力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使更高
水平的人力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发挥
更多作用，将有利于释放新的人才红
利，同时有意愿的劳动者也能增加收

入。”郑秉文表示。
“未来发展的机会就是用素质换规

模、用素质换结构。”原新说，当前我国正
处于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
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综合施
策，发挥人力资源的潜力与优势。

趋势三：老龄化程度升，老年人
口占比将超三成

人口老龄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
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97亿人、
占比21.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7亿
人、占比15.4%，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根据预测，到2035年左右，60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比超30%，
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到本世纪中叶，
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将达到峰值。

“伴随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
养老服务供需矛盾更加凸显。”中国人
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说，老
龄化是目前世界各国都面临的挑战。
尽管延迟退休年龄不能完全解决老龄
化问题，但是能够提高劳动参与率，让
有意愿、有能力、有条件的大龄人员可
以选择继续从事一定工作。

“‘50 后’‘60 后’及即将变老的
‘70后’，是恢复高考后的直接受益者，
越往后受教育程度越高。未来，大龄
劳动者数量会更多、素质会更优，在完
善稳定就业、劳动保障等政策下，他们
也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更大作
用。”原新说。

趋势四：劳动力总量降，劳动年
龄人口约8.6亿人

在人口经济学中，16至59岁人口
被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他们是社会
生产的主力。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末，我
国劳动年龄人口约8.6亿人，占全部人
口的61.3%。从总量看，劳动年龄人口
总规模依然较大，人口红利依然存在，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劳动力要素是决定经济长期走
势的关键要素。”郑秉文表示，我国人
力资源依然丰富，但着眼于潜力和后
劲，有必要通过一定的政策调节让人
力资源优势得到更好发挥。

数据显示，自2012年起劳动年龄
人口数量逐年减少。“从结构看，劳动年
龄人口中的青年群体、大龄群体人数占
比呈现一降一升态势。这意味着在劳
动力市场上，匹配就业岗位能力最强的
人口趋于相对减少。”赵忠表示。

在他看来，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这一
趋势，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属于客观发展
规律。渐进式延迟退休，可以推动有意
愿的大龄劳动者成为充实未来劳动力
的重要力量，平滑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
曲线。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延迟退休受关注

专家解读四大趋势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科技
事业取得长足发展，成为世界上具
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科技创新
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我
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
历史性变革，向着科技强国加速迈
进。

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月背着陆、智能采样、起飞返
回……在万众瞩目之下，我国嫦娥
六号任务实现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
采样返回的创举，成功带回 1935.3
克月球样品。这也是中国航天史上
迄今技术水平最高的月球探测任
务。

从“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
射，到中国航天员遨游太空；从中国
空间站全面建成，到探月、探火工程
深入推进，中国航天的高速发展折
射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
家强。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始
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全
局中的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时，科技基础近乎
为零，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仅有30
多个，几乎没有大型科研仪器设
备。随着新中国吹响“向科学进军”
的号角，我国攻克一个又一个科技
难关，成为复兴之路上的重要支撑。

从“两弹一星”到核潜艇，从青
蒿素到杂交水稻，从石油地质勘探
取得突破到万吨巨轮下海，我国科
技创新始终聚焦国家和人民需要，
为国家安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
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健全
新型举国体制，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进入创新型国
家行列。

——基础前沿研究不断取得新
突破。

“中国天眼”、高海拔宇宙线观
测站等“大国重器”接连取得世界级

发现；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实现
“技术造物”；我国科学家在量子科
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空间科学
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

——战略高技术领域迎来新跨
越。

“嫦娥”揽月，“天和”驻空，“天
问”探火，“地壳一号”挺进地球深
处，“奋斗者”号探秘万米深海，全球
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商运投产。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质加
速。

我国逐渐形成以科技型企业、
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为主体的协同
创新体系。2023年末，我国拥有的
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跃居世
界首位，目前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
46.3万家。

2023 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
验发展经费支出规模稳居世界第二，
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64%，超过
欧盟国家平均水平；截至 2024年 6
月，我国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442.5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
利拥有量达12.9件。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
创新指数显示，我国创新能力综合
排名从 2012 年的第 34 位跃升至
2023 年的第 12 位，是前 30 位中唯
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取
得新成效

323.6 米长、24层楼高，可容纳
乘客5246人，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
达·魔都号”宛如一座“海上城市”。
自今年1月1日首航以来，“爱达·魔
都号”已运营 60余个航次，服务近
25万国内外游客。

因产业链长、带动性强，邮轮制
造对经济发展的拉动比例可达 1：
14。通过多年科研攻关，我国打破
国外技术垄断，成功建造“爱达·魔
都号”，助推船舶工业高端化发展的
同时，也有力拉动了相关产业发展。

科技与产业融合会产生经济发
展的强大动力。75年来，我国从“一
穷二白”的农业国，到建立起独立
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再到成为

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产业结构持续
升级，每一步都离不开科技创新的
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
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实现
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
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推
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驱
动引领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
效。

——科技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
新引擎。

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
蓬勃发展，北斗导航提供全球精准服
务，国产大飞机实现商飞，新能源汽
车为全球汽车产业增添新动力。
2013年至2023年，我国规模以上装
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
分别增长8.7%、10.3%，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壮大，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引擎。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铸就“大
国工程”。

复兴号高速列车的研制，有力
推动我国轨道装备产业体系现代
化；“东数西算”工程加速推进，越来
越多西部城市迎来数字经济发展新
机遇；粤港澳大湾区超级工程深中
通道助力珠江口东西两岸的深圳市
和中山市进入“半小时生活圈”……
通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我国铸就
了一批“大国工程”，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就美
好生活。

高清电视、智能空调、扫地机器
人等成为家居用品的主角；农业育
种持续攻关，让百姓餐桌更加丰盛；
新药研发取得重要进展，多项高端
医疗装备加速国产化，助力守护人
民健康；节能环保技术加速突破，为
大家守护碧水蓝天。

以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

10909米！这是“奋斗者”号创
造的我国载人深潜纪录。极端恶劣
的深海环境对潜水器抗压能力、操
控性能、通信系统的考验，无一不是
世界级的科技难题。

面对挑战，我国组织近百家科
研院所、高校、企业的近千名科研人
员开展协同攻关，突破了一系列关
键核心技术，“奋斗者”号部件的国
产化率超过了96.5%，生动诠释了新
型举国体制的巨大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系统部
署、强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发挥新
型举国体制优势是其中的重要内
容。

聚焦“四个面向”，我国加强科
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全领域布局，全
面增强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在量
子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
源等新赛道和战略必争领域加速布
局。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我国通
过科技体制改革，不断壮大科技人
才队伍，充分释放创新活力。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科技人员
不超过5万人，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
人员仅600余人。如今，我国科技人
才队伍量质齐增，研发人员全时当
量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形成了全
球最完整的学科体系和最大规模的
人才体系。

通过松绑减负，让科研人员心
无旁骛投身科研；通过“揭榜挂帅”

“赛马制”等，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聚焦加强研发投入、加快青年人才
培养、加大初创企业扶持等内容，出
台一系列改革举措，科研人员创新
创业活力进一步被激发。

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
面部署。未来，我国将在优化重大
科技创新组织机制、统筹强化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建设、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
有组织的基础研究等方面持续深化
改革。

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蓝图绘
就，目标在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科
技创新事业必将再攀高峰，加快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
力的科技支撑。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向着科技强国加速迈进
——新中国成立75周年科技事业发展综述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9 月 10 日，云南农业大学热带
作物学院教师黎丹妮（右）在咖啡认
知课上给学生讲解咖啡拉花技巧。

9 月 10 日，云南农业大学为“咖
啡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的学生组
织开展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咖啡认知
课，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了

解咖啡品种辨识、咖啡生豆分级、咖
啡豆烘焙、咖啡萃取与冲泡等专业
知识，加深了对“咖啡风味化学”“咖
啡烘焙与品评学”等专业课程的认
识与理解。

近年来，我国咖啡产业蓬勃发
展。为培养咖啡领域的高素质专业

技术人才，云南农业大学今年设立
全国首个“咖啡科学与工程”本科专
业，来自 11 个省、市、自治区的首批
咖啡本科学生在位于云南普洱的云
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开启了大
学新生活。

新华社发

“边喝咖啡”边上课：

我国首批咖啡本科学生入学

新 华 社 台 北 9 月 11 日 电
“妙音曼舞——敦煌乐舞文化主
题展”日前在台湾艺术大学开
展，后续还将巡回至东华大学及
逢甲大学，这是“敦煌文化艺术
展”活动在疫情之后首度回归线
下。

本次主题展由台湾沈春池文
教基金会、敦煌研究院、中国宋
庆龄基金会共同主办，共规划

“丝路漫行”“净土梵音”“缤纷散
乐”3 大展区，全区免费参观，分
阶段在新北、花莲、台中三地高
校展出至2025年 1月 8日。

“丝路漫行”展有敦煌石窟
在千年前形成的历史沿革，以及
敦煌壁画所使用的各式材料，重
现千年前的漫漫丝路；“净土梵
音”陈列根据敦煌壁画仿制的各
式乐器，如琵琶、腰鼓、埙、排箫
等，让观众体会敦煌乐舞的华
美；“缤纷散乐”展出《张议潮统
军出行图》和《宋国夫人出行图》
等著名敦煌壁画的高清复制件，
真实还原中国古代乐舞的历史
文化生态。

本次展览另一亮点是运用多
媒体技术，将静止的壁画转化为
动态的视觉体验，透过数字技术
感受中国古代音乐与舞蹈的融
合之美。主办方表示，希望透过
在台湾各地的巡展，让一般民众
包括年轻人都能够走到校园、

“进入”敦煌，一窥千年乐舞的曼
妙，同时培养青年朋友对中华传
统文化保护的重视。

台湾沈春池文教基金会秘书
长石静文表示，“敦煌文化艺术
展”自2016年在各校巡回展出以
来，得到许多青年朋友的关注喜
爱。本届展览中的画作、各式乐
器等展品都是在敦煌复刻后运
送来台。

石静文介绍，今年展览邀请
多位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专程到
台湾协助布展并指导导览，此外
还将举行系列专题讲座。“希望
借由更专业的导览介绍与课程
介绍，让民众在观展之余能更深
入体验敦煌之美。”

新华社澳门9月11日电“‘我和祖
国有个约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5周年暨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主题
展演”10日在澳门举行，展演以歌舞、器
乐、体育、杂技等多种形式，弘扬中华优秀
文化，增强港澳同胞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自
豪感。

展演围绕“心相约”主题共分为
“ 心·心 系 祖 国 ”“ 相·相 伴 情 深 ”
“约·约赴未来”三个篇章，节目精彩纷
呈。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欧凯明演唱
粤歌《海上生明月》，深情传递游子追
光辉、湾月照我还的情感共鸣。多首
经典老歌《七子之歌》《东方之珠》《红
日》《中国人》展现大湾区文化交融的
生动画面。澳门原创歌曲《始终如一》
描绘澳门四百多年的风雨历程，呼吁
用青春力量建设新时代。花式跳绳

《绳采飞扬》融合传统跳绳、舞蹈和音
乐，呈现湾区热潮涌动、活力澎湃的美
好画面。最后千言万语汇成一首歌
《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
民安。

展演由澳门广州社团总会、广州海
外联谊会和香港广州社团总会联合主
办，邀请广州歌舞剧院、广州杂技艺术
剧院、广州市艺术学校、广州市花都跳
绳队、澳门青年交响乐团、澳门培正中
学等多个团体和来自穗港澳三地的文
化界代表人士、爱好者参演。

主办单位负责人介绍，这是继香港
成功展演后，由广州市精心打造的“广
州同心苑”文化交流品牌首度在澳门亮
相。希望通过穗港澳三地艺术力量用
心打磨的文化精品，进一步增强港澳同
胞家国情怀，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我和祖国有个约会”
主题展演在澳门举办

据新华社南宁9月11日电 记
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获悉，
9月10日8时至11日8时，受上游来
水及区间降雨影响，共有左江、郁江
等16条河流22个站出现超警0.03
米至5.36米的洪水。

9月10日8时至11日8时，据
水文监测，防城港、百色、崇左、贵港

及南宁等市部分地区降中到大雨，局
地暴雨到大暴雨，日雨量较大的有防
城港市防城区茅岭镇173.5毫米、百
色市右江区大楞乡110.0毫米。

11日8时，广西仍有左江及支流
明江，郁江、右江支流渌水江等12条
河流18个站超警0.05米至5.36米。
左江扶绥水文站水位85.69米，超警

3.89米，相应流量9610立方米每秒；
郁江南宁水文站水位75.38米，超警
2.38 米，相应流量 10800 立方米每
秒；郁江贵港水文站水位41.91米，超
警0.71米，相应流量9580立方米每
秒。目前，左江洪水洪峰正在向崇左
市扶绥县城河段推进，左江下游及郁
江水位持续上涨。

广西16条河流22个站超警
左江下游及郁江水位持续上涨

敦煌乐舞文化
主题展将走进
台湾三所高校

新华社北京9月 11日电 记者11
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工业和信
息化部近日印发《关于推进移动物联
网“万物智联”发展的通知》，明确一系
列举措提升移动物联网行业供给
水平、创新赋能能力和产业整体价
值。力争到2027年，基于4G和5G高
低搭配、泛在智联、安全可靠的移动物
联网综合生态体系进一步完善，移动
物联网终端连接数突破36亿。

移动物联网是以移动通信技术和
网络为载体，通过多网协同实现人、
机、物泛在智联的新型信息基础设
施，是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驱
动力量。

通知立足产业发展节奏、各行业
领域移动物联网应用现状，研判移动
物联网发展趋势，确定了发展目标。
到2027年，培育一批亿级连接的应用
领域，支持全国建设5个以上移动物联

网产业集群，打造10个以上移动物联
网产业示范基地。

通知提出了夯实物联网络底座、
提升产业创新能力、深化智能融合应
用、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等四个主要任
务，系统推进移动物联网应用规模拓
展和产业生态繁荣。

其中，在夯实物联网络底座方面，
提出结合需求适度超前建设移动物联
网络。在深化智能融合应用方面，明
确推广移动物联网在智能网联汽车、
医疗健康、智能家居等领域应用，在智
能网联汽车领域，推动其在行车监控、
自动驾驶等场景应用，实现信息交换
共享、复杂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和协同
控制等功能。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将协同产业各方，加快移动物联网
与重点行业融合应用，有效助力行业
数字化转型和新型工业化。

加快移动物联网发展
力争到2027年移动物联网终端连接数突破36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