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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26 日电 （记

者陈键兴） 国家主席胡锦涛 26 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中国国民党
荣誉主席连战和随访的台湾各界人士
访问团。

胡锦涛高度评价连战为改善和发
展两岸关系作出的不懈努力和重要贡
献，并向所有关心、支持和致力于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台湾各界同胞表示
衷心感谢。

胡锦涛指出，这些年来，两岸关系
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开创出和平发展
的新局面。事实证明，推动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符
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中共十八大报
告关于两岸关系的政策主张，体现了我
们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连续性和与时
俱进。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
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不会动摇，

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将会继续得
到贯彻执行，两岸关系将会不断向前迈
进，从而更好地造福两岸同胞。

胡锦涛强调，两岸同胞应当坚定
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的信心。今
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经得到越来
越多两岸同胞的认同与支持，也得到
国际社会的普遍理解和欢迎。尽管前
进道路上不可避免会遇到困难甚至阻
碍，但只要我们始终保持坚定不移的
信念和攻坚克难的决心，充分发挥两
岸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努力调动一切
积极因素，就一定能够妥善应对各种
复杂局面，务实处理和解决两岸固有
分歧，不断排除各种干扰阻碍。我们
完全有理由相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的前景是十分广阔的。

胡锦涛指出，2005 年国共两党领
导人共同发布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

愿景”，是对两岸同胞作出的郑重宣
示。这些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共
同愿景”包含的各项体认和主张都是
正确的，其中大多数主张都得以实
现，给两岸同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
处。国共两党应当继续加强合作，进
一步落实“共同愿景”。

胡锦涛强调，两岸同胞共同参与、
团结奋斗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不竭动力，希望两岸同胞持续扩大合
作，促进交流融合。为适应形势发展
的需要，两岸双方都应当采取积极措
施，为两岸交流合作提供更完善的制
度性保障。衷心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两
岸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到两岸交流中
来，加深互利合作，增进共同利益，携
手推进两岸关系，共谋民族复兴。

连战表示，八年前，我应邀率领中
国国民党访问团首次参访大陆。我们
两党达成“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彰
显出挥别对抗、走向对话、奠定政治基
础、开辟合作未来的重要意义。胡主席
的历史高度、宏观眼光和民族胸怀，尤
其是对台湾同胞的关心照顾，令我非
常敬佩。随着“共同愿景”逐步落实，两
岸已经签署了 18 项协议，经贸、文化、
教育、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达到空前
水平。两岸人民都享受到两岸关系改
善带来的福祉，台湾同胞增进了对中
华民族的认同，认识到两岸血浓于水
的纽带不容切割破坏。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是正确的道路，这些年取得的成
就将在民族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
笔。展望未来，两岸应恪守反对“台独”、
坚持“九二共识”的立场，并在此基础上
求同存异。同时，可以从民间先行，就政
治领域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累
积共识。相信两岸关系将朝着和平深
层化与制度化方向继续巩固发展。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俞 正 声 ，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沪宁、栗战书，
国务委员戴秉国，中共中央台办主任
王毅、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等参加会见。

胡锦涛主席会见连战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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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战及台湾各界人士一行。 新华社记者 李 涛摄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2012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医
疗卫生事业亮点频现，让人们再次为
这张精彩的“民生答卷”喝彩。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2012 年 ，全 国
1000 多个县级公立医院试点取消以
药补医，基本药物制度覆盖全国 74.6%
的村卫生室；20 种重大疾病实际报销
比达到 66%；包括村卫生室在内的全
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计达到 961830 个
⋯⋯持续推进的医改经过３年积淀厚
积薄发，让百姓切实享受到更多实惠。

谈到去年医改带来的变化，年近
七旬的浙江绍兴市民沈省和明显感觉
到看病便宜多了。他告诉记者，国家
的大病医保政策让他在治疗肾癌期间
减免了许多自费支出，而去年 9 月 12
日启动的绍兴市级公立医院改革，更

让他明显感觉到药费下降了。“我每个
月要吃 4种药，医改后药价总计下降了
192.1 元，除去方便门诊的 7元诊疗费，
每个月节省了 185.1元。”老沈说。

透过“统计公报”的数字，我们可
以看到党和政府克服重重困难推医改
的决心。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世界上最
大的全民医保网，全国参加基本医保
的人数超过 13 亿。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从无到有建立起来、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结束了几十年“以药补医”的历史
⋯⋯卫生部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个人
卫 生 支 出 占 卫 生 总 费 用 的 比 重 ，由
2001 年 的 60% 下 降 到 2011 年 的
34.9%。专家指出，新医改最大的亮点，
就是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建立作为
公共产品，向全体人民提供。新医改正
在重构政府与市场在医疗领域的作

用，推进了民众健康权保障的制度化。
“看病难、看病贵”虽有所缓解，但

还没有根本解决。卫生部部长陈竺直
言,尽管采取了多种措施，卫生总费用
和人均医疗费上升较快势头仍没有得
到扭转。公众对医改好处还感受不深
刻，中国卫生事业发展与人民群众期
望尚有较大差距。

针对医改中存在的问题，国家发
改委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
刚表示，下一步医改工作将抓好健全
全民医保体系、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
度和基层运行新机制、积极推进公立
医院改革三方面重点工作。特别是公
立医院改革，要以县级医院为重点，提
升服务能力和实施管理运行综合改
革，力争使 90%的群众看病问题能够
在县域内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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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用品在海外

本报记者 钟云华

本报北京 2 月 26 日讯 记者黄

晓芳报道：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26 日宣布，中海油完成收购加拿大
尼克森公司的交易。收购尼克森的普
通股和优先股的总对价约为 151 亿美
元。这是中国企业成功完成的最大一

笔海外并购。由此，中海油证实储量
增加约 30%，产量增加 20%，首次
进 入 海 上 油 气 富 集 盆 地 英 国 北 海
地区。

收购尼克森，中海油将获得一个
国际领先的发展平台。尼克森分布在

加拿大西部、英国北海、墨西哥湾和
尼日利亚海上等全球最主要产区的资
产中包含了常规油气、油砂以及页岩
气资源，是对中海油现有资产的良好
补充，同时也使中海油全球化布局得
以增强。 （详细报道见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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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设在北京梅地亚中心的 2013 年全国两会新闻中

心正式启用，开始为境内外记者提供服务。今年两会新闻

中心对无线上网全面扩容，两会期间通信网络服务室、新闻

发布厅将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两会新闻中心启用

本报北京 2 月 26 日讯 记者鲍

晓倩报道：国家海洋局今天正式发布
《2012 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
据初步核算，2012 年全国海洋生产
总 值 50087 亿 元 ， 比 上 年 增 长
7.9%，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 9.6%。其中，海洋产业增加值
29397 亿元，海洋相关产业增加值
20690 亿元。海洋第一产业增加值
2683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22982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24422 亿元，
其 比 重 分 别 占 海 洋 生 产 总 值 的

5.3％、45.9％和 48.8％。
2012 年，我国海洋产业总体保持

稳步增长。其中，国家对海洋生物医
药业政策扶持和投入力度逐步加大，
海洋生物医药业发展势头良好，比上
年有较大幅度增长；大规模海上风电
场的建成投产，海洋电力业发展迅速；
海洋矿业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海砂开
采管理力度不断加强，产业秩序得到
进一步规范；受国际油价波动、国内经
济增速减缓、油气生产调整和产能控
制等多重因素影响，海洋油气业增速

出现负增长。
国家海洋局同期发布了《2012 年

中国海平面公报》和《2012 年中国海
洋灾害公报》。公报显示：2012 年，中
国沿海海平面为 1980 年以来最高值，
1980 年至 2012 年，中国沿海海平面
上升速率为 2.9 毫米/年，高于全球平
均水平；2012 年，我国共发生 138 次
风暴潮、海浪和赤潮过程，各类海洋灾
害（含海冰、绿潮等）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 155.25亿元。

（详细报道见5版）

《2012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发布

海洋生产总值超5万亿元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从近期各地报道来
看，“如何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成为众多代
表委员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近期两则与科技创新有关的新闻，获
得很高的互联网点击率，对我们探寻这个
问题的答案，或将有所启发。

一则新闻说，截至2012年底，我国发明
专利累计授权量突破百万大关，达到 111.1
万件，成为世界上完成这一目标最快的国
家。这说明推进自主创新结出了丰硕成果。

一则新闻说，在汤森路透评出的“2012
年全球创新力企业（机构）百强”榜单中，中国
公司与2011年一样依然榜上无名。这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我国企业创新能力依然薄弱。

的确，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来
的 5 年 ，我 国 自 主 创 新 能 力 得 到 显 著 增
强。我国科技投入持续快速增长，激励创
新的政策法律不断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

设积极推进，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
果，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科技人才队伍，整体
科技实力和科技竞争力明显提升。

与此同时，不能不看到的是，由于我国
科技体制机制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
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一些长期困扰我们的
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如企业技术创新
主体地位没有真正确立，原创性科技成果
较少，关键技术自给率较低；一些科技资源
配置过度行政化，科技项目及经费管理不
尽合理，研发和成果转移转化效率不高；科
技评价导向不够合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创造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等等。

其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能否
真正确立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正如汤
森路透榜单所示，目前我国企业创新能力
依然薄弱，相当一部分企业尚未真正成为
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应用

的主体。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当前需
要扭住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这个

“牛鼻子”，进一步建立健全提升企业创新
能力的体制机制。

首先是需要进一步梳理、调整和取消
不利于企业创新的政策。近年来，各级政
府不断梳理现行经济、科技政策，着力营造
有利于企业创新发展的空间，努力创造市
场机制更加完善、竞争更加公平、企业只有
通过技术创新才能获得发展的环境，在一
些地方、一些领域，“创新不如倒钱、创新不
如倒地皮”的不正常状态得到了有力改
变。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单纯依靠投资和
出口驱动的政策导向，仍然在许多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有待进一步缓解，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在
支持中小企业创新中的作用十分有限，支
持中小企业创新的资本市场还不健全。知

识产权保护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
其次是需要着力促进科技管理科学化

和资源高效利用。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
科技投入不断增大，但是计划经济思维下
的资源配置方式，一度导致企业、大学、科
研机构围绕着掌握科技项目的政府“有形
之手”转，政府部门几乎成为事实上的“技
术创新主体”。结果是产生了许多没有市
场实际需求、华而不实的科技成果，落下了
一批缺乏后续资金支持的科研“烂尾楼”。
近几年来，这种状况正在逐渐转变，政府

“有形之手”在促进企业创新中正逐渐由主
导转为引导。要进一步发挥好政府科技资
源在促进企业创新中的引导、激励作用，切
实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加强科技宏观统筹，
深化科技项目管理、科技经费管理和科技
评价和奖励制度改革。

（下转第二版）

让企业主导创新 让创新驱动发展

十城看酒店 用品浪费多

随着法规完善和环保理念深入人心，一些发达
国家拒绝使用一次性用品 （详细报道见9版）

来自上海、重庆、呼和浩特、沈阳、武汉、成都、
贵阳等10城市的调查 （详细报道见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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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等10城市的调查 （详细报道见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