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北京 8 月 7 日讯 记者林火
灿报道：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在
社会事业改革取得新进展的基础上，
下半年将积极发展社会领域产业，推
动出台促进社会养老服务、健康服务
业、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意见。

据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协调
推进社会事业、社会政策和社会改革
作为加强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的重要
手段。统筹推进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
系建设，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加快

出台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社会事业建设
发展、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政
策意见。

在促进就业方面，国家发展改革
委将继续实施有利于增加就业的宏观
经济政策，努力挖掘新的就业增长
点。积极实施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产业
政策，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对就业的
拉动作用。完善中小微型企业发展扶
持政策，充分发挥其吸纳就业作用。
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

业，创造更多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
机会。完善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加强
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和就业指
导，鼓励高校毕业生更多到城乡基层、
中小企业、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
区就业创业。

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按照“织好
网、补短板、兜住底”的要求，完善社会
保险制度，加快养老保险顶层设计进
程。落实提高医保待遇水平和降低群
众医疗费用负担的措施。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社会事业建设发展

社会领域相关产业政策有望年内出台

中国经济正面临着近年来少有的错
综复杂的局面。这从经济运行中的一些
重 要 指 标 关 系 出 现 的 新 变 化 ， 可 见
一斑。

从传统的统计数据和分析方法来
看，当前经济运行的有些指标是相互
不匹配、不同步的。比如，经济增速
虽逐波放缓，但城镇新增就业总体平
稳；工业用电量增速较低、铁路货运
量略有下滑，但工业增速仍然相对较
高；财政收入增幅回落大于经济增幅
回落。再比如，货币信贷增速相对较
高，社会融资规模增长也比较快，但
经济增速却逐步回落。这些数据的不
匹配看似不好理解，但综合各方面因
素来看，这正是由于中国经济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呈现出新的阶
段性特征所决定的。

那么，什么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阶段性
特征？有分析认为，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
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
政策消化期叠加的阶段，加上世界经济还
处于深度调整之中，使我国经济发展的内
外环境更趋复杂。如果不能准确把握这种
阶段性特征，我们对经济形势就可能出现
误判，宏观调控就可能出现偏差。

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是由经济发

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年均近 10%的持

续高增长，把中国经济带到了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随着国民经济总量等基数增
大，支撑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自然资
源以及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等要素正在
发生变化，从劳动力、资本、技术进步
等生产要素结构分析，从一、二、三次
产业结构分析，都可看到，我国经济增

长速度下降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现象，
是一个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上的自然过
程。这些内在影响，再加上国际金融危
机的外来影响，我国经济增速近年来呈
现逐级放缓的态势。2003 年至 2007 年
我国经济年均增长 11.6%，2008 年至
2011 年 年 均 增 长 9.6% ， 2012 年 增 长
7.8%，再到今年上半年增长 7.6%。专家
普遍认为，在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仍显不
足、国内结构调整不断深化的大背景
下，“七上八下”的经济增速处于合理区
间。正因为如此，“十二五”规划确定的
经济发展速度是 7%，今年的预期增长目
标是 7.5%左右。这个增速并未对就业等
带来太大冲击，经济结构还出现了积极
变化，说明“换挡期”的中国经济，增
长动力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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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济结构调整，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
佐军有着诸多独到见解。近日，本报记
者就调结构的可行路径、重点难点等问
题，对李佐军进行了采访。

记者：“调结构”虽然只有 3 个字，
但真正落实起来却千头万绪。调结构应
该从哪些重点领域进行突破呢？

李佐军：经济下行压力仍存，传统
发展模式乏力，都凸显了调结构的刻不
容缓。调整虽然带来“阵痛”，但这是大
势所趋，一定要认清这一点。无论是区
域、产业还是企业，要想化危为机，必
须坚定不移地推进转方式和调结构。

调结构并不是某一产业或某一领域
的单兵突进，而是全方位、多层次、多

领域的协调推动。具体而言，结构调整
要从以下 7 个方面进行：第一，要素投
入结构调整，即实现由主要依靠一般性
要素投入向更多地依靠技术、资本、信
息等高级要素投入转变；第二，排放结
构 调 整 ， 即 增 加 “ 好 的 排 放 ”， 如 氧
气 、 水 蒸 气 ， 减 少 “ 坏 的 排 放 ”， 如

“三废”、二氧化碳等；第三，产业结
构调整，即降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
型产业比重，增加技术或知识密集型、
高附加值产业比重；第四，区域结构调
整，即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
推进新型城镇化；第五，经济增长动力
结构调整，即实现由主要依靠需求边动
力向主要依靠供给边动力转变；第六，
财富分配结构调整，即实现财富或收入

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垄断行业和竞争性
行业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公平合理
分配；第七，发展目标结构调整，即实
现由原来的数量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增
长转变，由原来主要追求物本发展向主
要追求人本发展转变。

记者：全社会用市场机制倒逼经济
结构调整的紧迫感明显增强。在这一过
程中，哪些难点需要提前预判预防？

李佐军：由于结构调整涉及的领域
非常广泛，因此，各个领域都有各自不
同的难点。就拿排放结构调整来说，最
关键是要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对那些
污染环境的企业或个人，要进行严格的
惩罚，让他们不敢进行“坏的排放”。对
那些致力于植树造林、涵养水源的企业

或个人，则要进行奖励和补偿，让他们
不断增加“好的排放”。再拿财富分配结
构调整来说，其核心是利益的分配，难
点在于能否突破现有利益格局的藩篱。

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正好与我国
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转
换相交叉。因此，调整过程必然十分复
杂、艰辛。既要高度重视，又要循序渐
进。无论哪个领域的结构调整，都需提
前做好顶层设计，加强制度建设，发挥
市场作用。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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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热点面对面

本报讯 记者刘存瑞 李哲
报道：据山西省统计局数据，今
年上半年 GDP 达 6016.6 亿元，
同比增长9%；财政总收入1572.3
亿元，增长5.5%；一般预算收入
969.6亿元,增长18%。全省经济
运行呈现出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稳中有为的局面。

长期以来,由于畸重畸轻的
产业结构,山西经济运行在每次
经济周期中都会遭受严重影响。
去年以来,传统产业煤炭市场下
行,煤炭综合价格从 2011 年的
656元下跌到今年6月的450元,
但山西却摆脱了前两次国际金融
危机下的“习惯性颓势”。统计
显示,山西非煤产业的发展弥补
了煤炭收入下滑的缺口,上半年,
全省非煤产业对工业增加值的贡
献率达到43.8%,同比提高7.1个
百分点,特别是新型工业的贡献
率明显提高,其中装备制造业增
长了39.7%。

这是山西近 3 年来着力推
进转方式调结构的成果。2010
年 7 月以来,山西省委、省政府
积极实施“以煤为基、多元发
展”战略,经济结构调整成效令
人瞩目。记者了解到,在高新技
术产业方面,就有 3 个云计算项
目正分别在太原、阳泉和长治
加快推进，还有低温发电、光
伏玻璃、超轻型直升机、无人
机、LED 芯片等高新技术产业
也已取得突破，去年全省新能
源和新材料产业销售收入分别
达到 280 亿元、870 亿元；在现

代物流方面，煤炭交易中心实现全面上线交易；在文化旅
游产业方面，旅游总收入连年保持 25%左右的增长，去年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到 GDP 的 4.13%。在发展循环经济方
面，大宗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从 2010 年的 42%提高
到去年的 52%。

近年来，山西省在投资取向上把重点放在优化投资结构
方面，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比重超过一半，新型工业投
资比重近两年提高近 7 个百分点,去年非煤产业投资占工业
投资比重达到67%,今年上半年,产业结构调整类项目完成投
资 935.7 亿元，增长 178%，成为实现转型跨越发展的重要
物质基础。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认为,转型正以其强大的推
动力为山西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正能量,逐步打破了
传统的经济形态和增长模式。

煤炭价格下挫

，非煤产业发力

—
—

山西早转型赢得先机

无土栽培的生菜青翠欲滴、美丽的四季红果生机勃勃、
150 斤的巨型南瓜一人抱不住、奇异的砍瓜砍了还能长
⋯⋯在酒泉市肃州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泉湖万亩核心园，
各具特色的农产品让人大开眼界，园区俨然一条现代农业观
光长廊。

“西北干旱多沙，缺水缺土。我们规划建设了这个示范
园，搞水培、雾培、有机质无土栽培。你看，这种有机质是
用秸秆、棉籽壳、牛羊粪等合理配比而成的，这项技术还获
得了国家专利。”泉湖乡党委书记陈冲自豪地介绍，去年的
西北非耕地农业利用技术及产业化项目总结交流会就是在这
儿召开的。

这个示范园规划占地 1.2 万亩，计划投资 1.3 亿元，引
进了 8 家“农字头”企业和 4 家专业合作社，辐射周边 7 个
乡镇、60多个行政村的近10万农民。去年，当地实行大规
模土地流转，由村委会与农户签订 13 年的土地流转合同，
土地流转尊重农户意愿，价格以听证会形式、参照周边流转
价格确定，每 3 年动态调整一次。陈冲说，“算下来，农户
除了得到土地流转的收益，还可以在园区做产业工人领工
资，风险降低了，亩均纯收益达到 2700 元左右。去年，泉
湖乡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400元。”

酒泉是个传统农业市，总人口11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64 万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点在农村，重点在农民。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我们确立了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计划，目
标是到 2016 年农民人均收入在 2011 年的基础上实现翻番，
达到 16554 元，年均增速高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酒泉
市副市长李永军介绍说。

以“服务城市、富裕农民”为目标，酒泉市委、市政府确
立了做精第一产业的7大战略：精心布局，因地制宜发展城郊
型农业；精育产业，构建特色精品产业体系；精细管理，提高
农业产出效益；精准生产，加快农业标准化步伐；精深加工，
提升产业化经营水平； （下转第十版）

西部建小康 难点在“老乡”
——甘肃河西走廊纪行之二

本报记者 王 晋 李琛奇

本报北京8月7日讯 国家发展改革
委7日宣布，6 家乳粉生产企业因违反《反
垄断法》限制竞争行为共被罚约6.7亿元，
成为我国反垄断史上开出的最大罚单。

据悉，在被处罚的 6 家乳粉生产企业
中，合生元公司被处上一年度销售额 6%

的罚款，约 1.63 亿元；美赞臣公司被处上
一年度销售额4%的罚款，约2.04亿元；多
美滋、雅培（上海）、富仕兰（上海）、恒天然
商贸（上海）公司分别被罚约 1.72 亿元、
0.77亿元、0.48亿元、0.04亿元，分别占这
些公司上一年度销售额的3%。

这次处罚加上今年以来发改委查处
的三星、茅台和五粮液等企业价格垄断大
案表明，我国反垄断机关对价格垄断不法
行为查处力度在加大，对其他行业和企业
是个警示。 （宗 文）

（相关报道见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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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7 日，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二
师二十一团职工忙
着将刚采收的番茄
放在晒床上晾晒，
制成番茄干销往海
外市场。

时下，在新疆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
州 焉 耆 回 族 自 治
县，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农二师种植的
6.55 万亩优质番茄
正值采收、晾晒的
好时机。

杜炳勋摄
（新华社发）

传媒业整合迈出重要一步
亚马逊创始人斥资2.5亿美元

收购有百年历史的《华盛顿邮报》，
不能简单解读为传统媒体正在消
亡，而是传媒业在互联网技术多年
来反复冲击下，向更高层次整合迈
出的重要一步。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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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装备市场“蛋糕”巨大
今年铁路全年计划安排固定

资产投资6600亿元，其中基本建设
投资5300亿元，车辆购置及更新改
造投资力度还将加大。铁路装备市
场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6 版

油菜籽进口增加的背后
上半年我国油菜籽进口量同比

增长14.9%，进口量大幅增加的主要
原因是国内油菜籽压榨产能的快速
提升，和加拿大油菜籽丰产预期导
致国际市场价格下跌。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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