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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四个敢”
让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
业敢干、群众敢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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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开好局起好步”
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推
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强调形成合力
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优化疫情防控措施

突出一个“稳”字
做好稳增长、稳就业、
稳物价工作

明确五大政策
财政“加力提效”，货币“精
准有力”

会议部署了五大政策：积极的
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
政策要精准有力，产业政策要发展
和安全并举，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
自强，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

会议指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
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
定调并未发生变化，但具体要求却
有新内涵。

张连起建议，明年财政收支矛
盾仍较为突出，而可用结余资金相
比往年略显不足，因此明年财政赤
字率可以考虑略微提高，可按3.1%
来安排，接近2021年水平，适度扩
大中央财政赤字规模，加大中央财
政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

冯煦明表示，在企业和居民部
门需求收缩、信贷意愿不足、货币政
策传导渠道受阻的情况下，宏观调
控应更加注重发挥财政政策在稳定
总需求中的作用。同时，货币政策
应为财政政策提供支持，通过引导
相关利率下行降低政府增量融资成
本和存量债务负担，防止流动性冲

击和债务负担推升地方政府
财政风险。

2023 年中国经济怎么干？中
共中央政治局 12 月 6 日召开会
议，分析研究 2023 年经济工
作。此次重磅会议定调
了明年经济工作，突出
一个“稳”字，明确
五大政策，提出
“四个敢”，释

放 出 重 要
信号。

对于2023年中国经济，会
议做出一系列部署和要求：“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明年
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
物价工作”。

会议突出了一个“稳”字，
新闻通稿共 14 处提
到“稳”。

全国政协常委、
财政部管理会计咨
询专家张连起表示，
稳增长将放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上，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的举
措更强，提振市场信
心的力度更大。

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智库
研究室主任冯煦明表
示 ，稳 增 长 是 推 动
2023 年经济运行整
体好转的基础和关
键，也是实现稳就业、
稳物价、防风险、调结
构、促升级等其他目
标的基础。

会议指出，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优化疫情防
控措施，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12 月 7 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提出10条新措施，包
括不得采取各种形式的临时封控，非高风险区不得
限制人员流动，不得停工、停产、停业，等等。

通知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

持第九版防控方案、落实二十条优化措施、执行本通
知要求，坚决纠正简单化、“一刀切”、层层加码等做
法，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抓严抓实抓细
各项防控措施，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张连起表示，2023 年上半年优化疫情防控措
施，努力摆脱疫情冲击影响，各项稳增长措施落实到
位，尤其是改革开放加大力度，稳预期稳信心见到成
效，实际增速可能更高一些。

会议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推动经济
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2022 年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目 标 为
5.5%左右，但受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国
内疫情冲击等因素影响，前三季度中
国经济增速为3%。

冯煦明认为，质的有效提升和
量的合理增长是一对有机体，是相
辅相成的，并不矛盾。特别是在
当前形势下，保持量的合理增
长是实现质的有效提升的重
要前提。

冯煦明预计，2023 年
中国经济有望呈现加快
恢复态势，经济增速将
逐步向潜在增长率水
平回归。在基数效
应和二十大政策红
利等因素的共同
作用下，预计全
年 有 望 实 现
5%以上的经
济增速。

会议强调，要坚持真抓实干，
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活力，让干部
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
首创。

张连起认为，提出“四个敢”的
背后，是这三年以来这四方面有

“躺平”“内卷”倾向，这突出了问题
导向，要激发整个社会干事创业

活力。
冯煦明表示，作为给

明年经济工作谋思路、定
调 子 的 会 议 ，提 出“ 四 个

敢”，就是要对全社会释放出
两个明确信号：一是发展的信

号。要更加注重经济发展，引导全
社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干事创业
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上来。二
是创新和改革的信号。创新是指
科技产业层面的技术创新，改革本
质上是一种制度创新，创新和改革
都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手
段。接下来，随着一系列具体政策
的出台落地，这些信号会更加明
确，它对社会各界的引导作用也
会加快凸显出来，激励地方政
府和各类市场主体在创新和
改革中释放发展活力，积聚
发展动力，促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

按照惯例，中央政
治局会议召开后，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很
快 也 将 召 开 。 届
时，2023 年中国
经 济 工 作 脉 络
会更加清晰。
（据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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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A由多国政府及国家研究机构联合
筹资和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SKA天文台
总部设在英国，世界各地的合作者利用先
进的计算机和软件来挖掘望远镜信号。

《自然》在线版发文介绍称，该组织目
前有 8 个正式成员：澳大利亚、中国、意大
利、荷兰、葡萄牙、南非、瑞士和英国。

位于南非的望远镜（SKA-Mid）将使用

197个射电碟状天线来观测从350兆赫到15
千兆赫的中频无线电波。它将研究中子星
的极端环境，新形成的行星周围的有机分
子，以及迄今最大尺度上的宇宙结构。

位于西澳大利亚的望远镜（SKA-Low）
将观测到更低的从50兆赫到350兆赫的频
率，在74公里长的内陆地区分布着512个无
线电天线站。

什么是SKA天文台

把传感系统吃下肚

“智能药丸”可吞服并监测肠道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工程学院研究
人员开发了一种无电池、药丸状可吞服生物传感
系统，旨在对肠道环境进行持续监测。发表在

《自然·通讯》杂志上的该技术有望开启人们对肠
道代谢物组成的新认识，这对人类的整体健康有
重大影响。

这种可吞服的生物燃料驱动传感器就像“智
能药丸”，有助于进入小肠，监测葡萄糖水平并产
生连续的测量值，这些数据是跟踪整体胃肠道健
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营养、诊断和治疗
各种疾病、预防肥胖等的主要因素。

在实验中，智能药丸在吞服后14小时内持续
监测猪小肠中的葡萄糖水平，每 5 秒测量一次，
持续2—5个小时。目前的智能药丸长2.6厘米，
直径0.9厘米。研究人员还计划将其变得更小，
以便人类能容易吞咽。

智能药丸或带来更简单、更便宜的小肠监测
方法，节省大量成本，而且其不使用电池，供电的
无毒燃料系统靠肠道中的葡萄糖运行。这种葡
萄糖生物燃料电池可在运行期间获取电力，同时
测量不断变化的葡萄糖浓度。

到目前为止，小肠数据记录只在猪身上进行
过，猪的胃肠道大小与人类相似。

（摘编自中国科技网）

科学家造出迄今最小移动生命体

所有生物运动的起源，包括步行、游泳或飞
行，都可以追溯到细胞运动。然而，关于细胞的
运动性是如何在进化中产生的，人们知之甚少。
为研究细胞运动，日本研究人员创建出一种迄今
为止基因组最小的移动生命形式。研究成果发
表在最新一期《科学进展》上。

纳米气泡“爆破”或可无创治癌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助理
教授塔利·伊洛维什领导的研究团队提出一种利
用低强度超声波引爆纳米气泡杀伤肿瘤细胞的非
侵入式、无创的癌症治疗方法，并在小鼠体内开展
初步实验，取得了积极成果。该疗法或可替代部
分肿瘤切除手术，相关研究已经过同行评审。

“甜蜜”的微芯片问世

普通的食糖可将微芯片图案转移到新的和
非传统的表面上吗？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
（NIST）科学家报告了一种利用糖在几乎任意共
性表面上进行转印的方法，该技术为电子、光学
和生物医学工程等领域开辟新材料和微结构提
供了新的可能性。

（本报综合）

欲补太空生命故事缺失拼图，平方公里阵列望远镜开工

SKA尝试回答“人类在宇宙中是否孤独”

据英国广播电视公司（BBC）报道，当地时间12月5日，世界最大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
——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开始施工。

SKA 天文台是一项酝酿了 30 年的全球项目，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的心血结
晶。该项目包含建设两个巨大的望远镜阵列：一个在澳大利亚，另一个在南非。该项目希
望为天文学家提供前所未有的视野，探索“宇宙第一缕曙光”，揭示天文学中一些最神秘的
问题，比如暗物质的性质和星系是如何形成的。

经过几十年的规划、开发和测试，领导
该项目的 8 个国家的代表团 5 日在西澳大
利亚偏远的默奇森郡和南非北开普省的卡
鲁举行了仪式，标志着现场建设的开始。
预计SKA将在2028年完工。

南非的SKA-Mid望远镜延伸约150公
里。由 64 个碟状天线组成的 MeerKAT 望
远镜已经存在于该站点。今年初，一个国
际团队使用MeerKAT数据发布了迄今为止
最详细的银河系中心图像，以及银河系黑
洞发出的神秘射电暴图像。作为扩建项目
的一部分，南非政府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
学会正在为望远镜增加另外 20 个天线。
MeerKAT 将 在 2027 年 建 设 结 束 时 并 入

SKA-Mid。
SKA-Low望远镜则包含大约13.1万个

偶极天线，每个天线都类似于两米高的电
线圣诞树。由256根天线组成的512个阵列
将点缀在场地的红沙滩上。每个站天线发
出的信号将被电子组合，指向天空的不同
部分，形成单一的视图。

这些天线调谐到50兆赫到350兆赫的
低无线电频率。在这些频率下，无线电波
非常长，相当于一个人的身高。相反，偶极
天线的工作方式很像电视天线，来自宇宙
的无线电波会激发其金属臂内的电子。

总体而言，这些偶极天线将提供迄今
为止最深和最宽广的宇宙视野。

调谐到宇宙

特罗特称，SKA 望远镜将使人们能够
看到宇宙的最开始，也就是第一批恒星和
星系形成的时候。这个关键时期在 130 多
亿年前，被称为“宇宙黎明”，即恒星和星系
开始形成，第一次照亮宇宙。

“宇宙黎明”标志着宇宙黑暗时代的结
束，这是大爆炸之后的一个时期，当时宇宙已
经通过膨胀冷却了下来。所有剩下的就是早
期宇宙光线无处不在的背景光芒，以及一个

充满暗物质、氢和氦的中性原子的宇宙。
来自第一批恒星的光改变了宇宙，“撕

裂”了中性氢原子中的电子和质子。宇宙
从黑暗到光明，从中性到电离。

SKA天文台将在低无线电频率下绘制
中性氢雾的地图，这将使科学家能够探索
最早的恒星和星系的出生和死亡。对这一
关键时期的探索是人们理解宇宙生命故事
的最后一块缺失的拼图。

凝视“宇宙黎明”

科廷大学射电天文学资深博士后研究
员丹尼·普莱斯博士说：“关于 SKA 的灵敏
度，它能检测到 2.25 亿公里外火星上一名
宇航员口袋里的手机。”更令人兴奋的是，
如果附近的恒星上有智能社会，并且拥有
与我们类似的技术，SKA 就可检测到他们
的无线电和电信网络聚合“泄漏”的辐射。

除此之外，SKA-Low 低频望远镜还将
为脉冲星的旋转计时，并帮助人们了解太
阳——人类自己的恒星，以及人们在地球
上生活的空间环境。

SKA-Low负责人萨拉·皮尔斯博士表示，

该天文台将“定义射电天文学的未来50年，绘制
星系的诞生和消亡图，寻找新类型的引力波，
并扩大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她补充说：“SKA
望远镜的灵敏度足以探测到绕着一颗恒星运
行数十光年的行星上的信号，因此有望回答人
类最大的问题：我们在宇宙中是孤独的吗？”

SKA被科学家描述为游戏改变者和天
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有了这样一个规模和力量如此强大的
天文台，人们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做出前
所未有的发现，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

（摘编自《科技日报》）

超乎想象的奥秘

▲无线电天线站艺术图。每个站有256个天线，SKA-Low 望远镜将有512个站。
（图片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站）

▲自供电的可吞服传感器系统，能随时间监
测小肠中的代谢物。
（图片来源：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工程学院）

科技短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