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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手机支付用户达 1.25 亿

本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国家发展改革委
网站公布的消息显示，据运行快报统计，2月份，国
内原油产量 1604 万吨，同比增长 1.4%；原油加工
量 3581 万吨，增长 3.7%。成品油产量 2234 万吨，
增长5.7%，其中汽油增长9.3%，柴油增长1.1%；成
品油表观消费量 1852 万吨，下降 3.2%，其中汽油
下降 5.8%，柴油下降 6.0%。月底成品油库存环比
上升283万吨，同比增加69万吨，处于较高水平。

2234万吨

2 月份成品油产量增长 5.7%

本报讯 记者周雷报道：中国家电博览会
（2014AWE）于 3 月 18 日至 21 日在上海举行，参
展企业超过 500 家，较上届增长 20%。除了国内
企业集体亮相外，三星、西门子、LG 等众多国际品
牌也踊跃参展。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理事长姜风表
示，今年展会展出新品超 2 万件，以曲面电视、大
屏幕、超高清电视等为代表的国际顶尖消费电子
产品均是首次在国内展示，充分证明 AWE 已成
为国际电子企业认可的展示平台。

由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创办的中国家电博览
会，经过近年来的跨越式发展，已成为家电行业年
度盛事。本次展会还举办了中国家电发展高峰论
坛、中国环境及健康家电发展高峰论坛等活动。

逾 500家

家 电 博 览 会 参 展 商 创 新 高

本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国家发展改革委
网站公布的消息显示，据运行快报统计，2月份，我
国天然气产量103亿立方米，同比增长8.3%；天然
气进口量 41 亿立方米（其中管道气 19 亿立方米，
液化天然气 22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2.8%；天然气
表观消费量149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0.1%。

41亿立方米

2 月份天然气进口增加 2.8%

41亿立方米

2 月份天然气进口增加 2.8%

中国高铁：高质高效加速行
本报记者 齐 慧

中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到

1.1万公里，居世界首位，已占世

界总里程的一半

1.1万公里
2013年末，随着宁杭、杭甬、津秦、厦深、西宝等一批新建高速铁路投入运营，我国高速铁

路总营业里程达到11028公里，在建高铁规模1.2万公里，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投产运营里

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

更值得称道的是，我国高铁的发展具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专家表示，高铁是我国少数成

套系统领先世界的技术，无论是高速铁路线还是高速铁路列车，我们均掌握了绝大多数自主

知识产权，并已经向国外出口

煤炭价格毫无悬念地迎来了“十连

跌”。

3 月 19 日，秦皇岛煤炭网发布的监测

结果显示，新一期（3 月 12 日至 18 日）环渤

海地区发热量 5500 大卡动力煤的综合平

均价格报收 533 元/吨，比前一报告周期下

降 5元/吨。

这是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今年以来

连续第十次下跌。而在上一季度，这一指数

一路攀升，一度被外界解读为煤炭市场已

经企稳回升。

作为煤炭市场风向标式的指标，秦皇

岛港动力煤价格指数的走势，也是国内煤

炭市场持续低迷的重要缩影。中国煤炭工

业协会 3 月 18 日发布的周报数据也显示，

今年以来，中国煤炭价格指数（全国综合指

数）持续下跌，3 月 14 日跌至 155.9，比上期

下跌 0.5个基点。

当前煤炭价格的持续下挫，是煤炭市

场持续低迷的真实写照，也进一步表明煤

炭产业仍然没有找到解决结构性过剩问题

的好办法，供给大于需求的市场供求关系

仍未发生明显改变。

从供给端看，受上年四季度煤炭价格

出现明显反弹的影响，一些企业不顾市场

需求依然疲软、煤炭销量并未回升的现实，

继续保持相对较快的生产节奏，导致市场

供给继续增加。另外，进口煤也在持续增

加。今年 1 月份，进口煤量达到 3591 万吨，

刷新进口煤单月进口量的新高；前两个月，

我国累计进口煤炭 5873 万吨，较去年同期

增加 488万吨，增长 9%。

从市场需求看，需求疲软、销售乏力仍

然是当前煤炭市场的主要特征。国家统计

局 13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2 月份，

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放缓了 1.3 个百分

点。分行业看，耗煤大户钢铁行业的钢材日

均产量同比增速较上年同期放缓 9.3 个百

分点，水泥行业日均产量同比增速也比上

年同期放缓了 8.4 个百分点。也就说，在下

游行业的生产没有出现明显回升的背景

下，“市场回暖”不过是煤炭企业一厢情愿

的看法罢了。

煤炭市场供需不平衡的格局，最终带

来了煤炭库存的逐步攀升，也带来了煤炭

价格的持续下跌。截止到 3 月 13 日，秦皇岛

港煤炭库存为 705 万吨，比 2013 年 12 月底

增加了 200万吨。

值得注意的是，煤炭价格的“十连跌”，

与煤炭企业近期开展的降价促销活动也有

一定关系。进入 3 月份以来，一些大型煤炭

企业开始大规模降价促销，导致其他中小

煤炭生产、发运和贸易企业纷纷跟进，相应

采取了优惠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价格

走势形成了下拉压力。但问题是，市场对煤

企的降价举措并不“买账”，买煤存煤的积

极性并未见明显回升。煤企降价促销的做

法，只能让企业的盈利状况继续恶化。

从后市看，煤炭价格走势并未走出下

行通道，保持低位运行的可能性极大。一方

面，在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控制能源消费总

量，以及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的

总体要求下，各地区的煤炭消费量短期难

以出现明显回升，京津冀地区的煤炭消费

总量甚至要受到抑制。另一方面，电力、钢

材、水泥等下游产品需求呈疲软态势。随着

新能源的发展，煤炭消费将越来越多地被

替代，煤炭消费的绝对量估计很难有新的

突破。换言之，国内煤炭企业面临的市场空

间可能会越来越窄。

考虑到煤炭价格已处低位，国内煤价

与进口煤价格的价差进一步缩小，这或许

能给煤炭价格的企稳提供一定支撑。

短期来看，煤炭企业还须“随行就市”，

一方面，根据市场行情适当调整销售价格，

另一方面，要根据市场供求情况，合理安排

生产的节奏。而从长期来看，煤炭企业要在

产业寒冬中有所作为，关键还是要进一步创

新发展理念，尽快找到一条煤炭清洁利用的

路径，给过快释放的产能寻找新的出路。

煤价“十连跌”后市仍堪忧
林火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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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6 日，我国首部城镇化规划《国家

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发布，城

镇化成为本周的重要话题。

在这个规划中，有两个目标数据最引

人注意：到 2020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要达到 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

到 45%左右。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徐宪平在解读

规划时指出，我国首次提出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两个指标，是与

以往最大的不同，也是最大的进步。

为何会有两个城镇化率？两个城镇化

率有何差别？

我们不妨先看看城镇化率的计算方

法。一般所说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指

“城镇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居住半年以上

的暂住人口)比上总人口”。而户籍人口城

镇化率则是“城镇户籍人口比上总人口”。

这样一算不难看出，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包括了大量的居住在城市的非户籍人

口，分子较大，所以比值较高；而户籍人口

城镇化率仅是城市户籍人口，分子减少，比

值也就变小。

两个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反映的正是

城镇化进程中的最核心问题，也是最大难

题。那就是，在我们的城市中，在我们的城

镇人口中，存在了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

他们虽然也生活在城市，但他们却不是当

地真正的市民，不能像拥有当地户籍的市

民一样享受同等的住房保障、医疗保障、教

育保障等各种待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不

断加快，城镇化率从 1978 年的 17.9%增长

到 2013 年的 53.7%。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一直存在且不

小。2013 年，我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

有 36%左右。也就是说，2013 年我国城镇

人口有 7.3 亿,其中包含 2 亿多农民工及其

家属，他们未能享受城镇居民的待遇。

这说明，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速

度已大大落后于城镇化速度。市民化进程

滞后，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

会，集中反映出我们的城镇化质量还不高。

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

提出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更加

注重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更加注重推进

“人”的城镇化。也鉴于此，此次规划直面

现实，首次提出评估城镇化水平的两个具

体指标，并明确到 2020 年户籍人口城镇化

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要缩小 2 个

百分点左右。突出强调户籍人口城镇化

率，就是强调要将更多长期在城镇务工经

商的农民工及其家属转为城市户籍人口，

变成真正的“城里人”，享受同样均等的基

本公共服务。

城镇化表面上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

移聚集的过程，但其核心是人的生产方式

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城镇化率是一个国家

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反映和重

要标志，更是亿万人民对美好现代文明生

活的向往和愿景。

有了这一以人为本的规划的指导，我

国城镇化率的“含金量”将会进一步提高，

城镇化的质量将会进一步提升。

60%+45%= 城 镇 化 2020
言又新

60%+45%= 城 镇 化 2020
言又新

总里程达世界一半

1.1 万公里的高铁营业里程意味着
什么？

据国际铁路联盟统计，截至 2013 年
11 月 1 日，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高速铁路
总营业里程 11605 公里，在建高铁规模
4883公里，规划建设高铁 12570公里。

“通过数据可以看出，我国高铁的营
业里程已占世界总里程的一半。”中国铁
路总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世界上
有中国、西班牙、日本、德国、法国、瑞典、
英国、意大利、俄罗斯、土耳其、韩国、比利
时、荷兰、瑞士等 16 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运
营高速铁路。

可以看出，16 个国家中大部分都是发
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速铁路
的发展起步较晚，但发展最快。

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伴随着已建
成高铁的成功运营，高铁在安全、快
捷、节能、环保等诸多方面的竞争优势
凸显，很多国家开始发展高速铁路。我
国也是在这时开始对高速铁路的设计建
造技术、高速列车、运营管理的基础理
论和关键技术组织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
究和技术攻关，并进行了广深铁路提速
改造，修建了秦沈客运专线，实施了既
有线铁路六次大提速等。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京津
城际高速铁路开通运营，北京、天津两大
直辖市之间由原来的 2 小时左右运行时
间缩短至 30 分钟左右，形成同城效应。
2011 年 6 月 30 日，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
最长的京沪高速铁路建成通车，全长 1318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里，初期运营时速
300 公里。2012 年 12 月 1 日，哈大高速铁
路正式通车运营，全长 921 公里，成为世
界上第一条新建高寒高速铁路。2012 年
12 月 26 日，京广高速铁路全线贯通运营，
全长 2298 公里，成为世界上干线最长的

高速铁路。同时，“四纵四横”高铁网已具
规模,这也是世界独有的网状发展结构。

掌握高铁核心技术

我国高铁不仅在营运里程上世界领
先，更为难得的是，在技术上我国已掌握高
铁的核心技术，整套系统领先世界水平。

日前，跟随第三届“车迷有约走进南
车”活动，记者走进中国南车株洲基地，参
观了助力中国高铁走向“芯时代”的国内
首条 8英寸 IGBT 芯片生产线。

IGBT 是高速牵引控制系统的关键，
小小芯片是世界高铁列车最核心的技术。
我国高速试验列车已跑出的 605 公里的
最高速度都靠这小小芯片控制。

“以前国内只有少数个别企业掌握了
大功率高压 IGBT 的后期封装技术，而在
关键的芯片技术上无一例外都是从国外

进口。”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南车株洲所
总经理丁荣军介绍说。

目前，中国南车建造的首条 8 英寸
IGBT 芯片生产线，试生产的芯片已经通
过了技术专家鉴定，将于今年 6 月全线投
产。丁荣军说，“有了 IGBT 的生产线，也就
意味着我们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掌握
了高速列车制造的最核心技术，中国高铁
将迎来自己的‘芯时代’。”

不仅是高铁设备，从时速 200 公里到
350 公里，再到 380 公里⋯⋯我国高铁在
引进和掌握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统一搭建
了高速铁路的技术平台，走出了一条“引
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自主创新的成
功之路。

“经过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
铁路通过技术创新，在高速铁路的工务工
程、高速列车、通信信号、牵引供电、运营
管理、安全监控、系统集成等技术领域，取

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形成了具有中国特
色的高铁技术体系，总体技术水平进入世
界先进行列。”中国铁路总公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

加速建设是当务之急

由于高铁投资巨大，票价高于普速列
车的价格，社会上也有反对建高铁的声
音，到底高铁该不该坚持建下去？

从民生角度看，高铁为旅客出行提
供多样性选择，便捷舒适。2013 年，全
国铁路完成旅客发送量 21.06 亿人次，其
中高铁线发送旅客 5.3 亿人次，比重超过
25%。同时，高铁的建成也释放了既有
线路的压力，缓解了春运难的问题，对
客运、货运都有良好效应。只要通达高
铁、动车的地方，“一票难求”的情况明
显得到缓解。

从铁路建设拉动内需上看，有专家测
算过，在高速铁路建设期，是 1 比 10 的投
入带动，也就是说在高铁上 1 元的投入，
就会带动 10 元的投资。高速铁路的建成，
为扩大内需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高速
铁路发展，有力带动了沿线经济社会发
展，带动了相关产业转型升级，带动了城
市群的崛起。

“中国高铁的快速发展也为世界高速
铁路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展示了多样
化的技术经济优势。数百位国家政要和
多国政府部门、专家纷纷来华参观考察
中国高铁，表示愿意与中国加强在高速
铁路领域的交流合作。高速铁路再度成
为世界铁路发展热点。”中国铁路总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

专家表示，铁路是国民经济的支柱
产业。当前，我国正积极扩大内需以提
振经济。无论从短期看还是长期看，积
极发挥铁路扩大内需的重要拉动作用，
意义都十分明显，高铁建设仍有较大
空间。

本报讯 记者吉蕾蕾报道：中国建筑卫生陶
瓷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 年全国 1400 多家
建 陶 企 业 的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为 3831 亿 元 ，相 比
2012 年增长 17.43%，利润同比增长 24.55%。据
悉，产业效益增加明显的主要原因是产量与出口
的增长。2013 年全国建筑陶瓷产量达到 96.9 亿
平方米，比 2012 年增长 7.8%。出口陶瓷砖为
11.5 亿平方米，相比 2012 年增长 5.3%，出口额
78.9亿美元，同比增长 24.3%。

24.55%

建筑陶瓷业效益增加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