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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释放活力 驱动转型升级

凝聚更强大创新力量
佘惠敏

点 评

一位专家最近提出，现在不
少人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仅仅
理解为增长速度下降几个百分
点，这显然太过简单了。对于不
少企业和行业来说，则很容易陷
入被动。

这个提醒值得重视。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

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出现了明显不同于以往的许多特
征，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速的放缓，更表现为增长动力的转
换、经济结构的再平衡，面临着复杂的系统转型,也意味
着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在这样的重大关口，如
何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深刻认识新趋势，主动适应新变
化，积极抓住新机遇，在稳增长、调结构中寻找发展平衡
点、选准改革突破口、牢牢把握主动权，实现“新常态”下
长期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尤为重要。

一、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规律的
科学判断

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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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至 2013 年都是
7.7%，今年上半年是 7.4%，从中可以清楚看到经济增速
在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的脉络。这究竟是短期
的调整，抑或景气循环周期的一个区间，还是经济增长
阶段的根本性转换？一时间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和议
论的热门话题。

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来看，比较好的情况是增长速
度大体反映了潜在增长率。影响潜在增长率高低的最主
要因素是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经
济结构、体制机制等等。而近几年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变

化，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工资成本不断上升，老年
抚养比的提高则使得储蓄率趋于下降，进而带动了投资
率下降。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个不争的事实，更何况，经
过 30 多年持续高速增长，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和基数变
大，同样是 1 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在 2000 年意味着
900多亿元的增量，到2014年就要增加5600多亿元。

历史地看，潜在增长率自然回落，经济从高速增长期
向中高速平稳增长期过渡，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
走向，具有规律性和必然性。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一批
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如德国、日本、韩国等，经历了二三
十年的高增长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
落，平均降幅达 30%左右。这是客观环境、客观条件和客
观规律使然。不仅如此，当前我国更面对着后国际金融
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的大调整、大过渡以及科技革命的多
点突破、加快应用。世界经济长期结构性调整、新一轮产
业变革融合与我国经济增长阶段性转换相互叠加，在这
样的发展背景下，如果继续追求过快的增长速度，甚至不
惜用政策“推高”，不仅违背经济规律，而且会加剧已有矛
盾、带来诸多风险，造成经济的进一步不平衡、不协调和
不可持续。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工作时指出：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
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

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
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中央对当前中
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正在对宏观
政策的选择、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
的重大影响。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
味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
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
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
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
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因此，新常
态绝不只是增速降了几个百分点，转向新常态也不会只
是一年两年的调整。认识不到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
征、新动力，不仅难以适应新常态，更难以把握经济工作
的主动权。

二、新常态下的新变化、新趋势、新机遇

最近，浙江省的一家纺织企业决定去美国投资办厂，
不是因为家乡的环境不好，而是因为综合成本涨得厉
害。他们比较了一下，人工成本的确美国比较高，大约是
国内的3.57倍，但是把资金成本、能源成本、配件成本、清
关成本等七七八八折算下来，国内的单位产品成本是

243.71 美元/吨，在美国是 239.23
美元/吨，国内已经略高于美国
4.48美元/吨。

当然，这只是个案，但国内
生产成本连年大幅攀升是个不争
的事实。现在，不仅一些发展中
国家比我们更具有低成本优势，
连发达国家也在步步紧逼。一家

国际商业战略咨询机构在调查了全球25个主要经济体后
发现，目前中国制造业的成本竞争力仍然排名第一，但
龙头地位已经受到威胁。

“企业的日子不好过了”。比较起来，1998 年至 2008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
35.6%，甚至 2000 年曾达到难以置信的 92.0%；而到 2013
年，这一增速降至 12.2%，今年 1 至 5 月仅为 5.8%。应当
说，过去那种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制造”的低成
本优势。但现在形势完全变了。一方面，各项成本上升
无法阻挡，企业只能接受；另一方面，生产过剩导致过度
竞争，企业利润空间已经大幅减少。2012年3月至今，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已出现连续 28 个月负增长，表明
企业想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把成本转移出去几乎不可能。
当前国有钢铁、有色、化工等行业已经出现全行业亏
损，如此继续下去，足以把一个行业的投入能力和发展
后劲全都消耗掉。前些年，我国经济总体处于高增长
期，而且一波接一波，前期过剩的生产能力会被随后的
经济扩张所消化掉，但如果后面没有新的经济扩张了，
这个问题就会变得很尖锐，企业发展将会面临极大考
验。能不能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加
快转型升级、打造竞争新优势，对很多行业企业来说是
一场“生死之搏”。

（下转第三版）

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钟经文

虽然北京中关村、武汉东
湖、上海张江等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各具特色，但其主要任

务却高度接近——开展包括股权激励试点在内的科技金融
改革创新。这反映了当前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推动科技
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到实处。

经历30 多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已进入转型升级的
关键节点，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
奋斗的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
力量。3 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改革实践说明，科技体
制改革必须与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同步发力、相互借力，才
能将创新的基因植入市场，才能用市场的力量推动自主创
新良性发展，才能让自主创新成果喷涌勃发并深入到经济
社会的方方面面。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在
上海张江，每天至少诞生30余个创
意软件，每月产出1900项有效发明
专利，每年孵化毕业 1000 余家科
技型企业。自 2011 年国务院批复
建设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
来，张江企业总数从 1.1 万家增加
到近 5 万家，技工贸总收入从 6800
亿元增加到2.7万亿元。

股权激励试点、人才示范区建
设、财税政策改革、科技与金融结
合、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等先试先行
政策打出的“组合拳”，成为张江创
新发展的“法宝”。有了好机制，还
要靠人才。张江出台了鼓励海内外

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政策，加大高
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和团队的引进与
培养力度；鼓励各类人才在张江的
企业兼职或开展各种创新创业活
动。目前，这里集聚了包括 160 多
名两院院士、202名国家“千人计划”
人才、2万多名“海归”人才在内的一
大批创新创业人才。

如何通过释放人的创新能力来

吸引、留住更多高端人才？张江注重
发挥股权激励的政策效能，在股权激
励二次创新后形成了技术入股、股权
奖励和代持股权的全程激励机制。
目前，张江已有9家企业对243名高
管和技术骨干实施了以股权为标的
的激励计划，29家中央和市属高校、
科研院所实施了332项与股权激励
相关联的科技成果转让交易。

众多科技创新成果亮相第十七届科博会。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众多科技创新成果亮相第十七届科博会。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本报讯 记者赵淑兰报道：今年以来，北京中关村积极
在全球坐标系中寻找创新定位，创新创业生态日趋完善,企
业作为创新主体极大地释放出创造活力，结出了累累硕果。

“我们通过免费提供创业导师、房租补贴和信用贷款等
形式，帮助初创者实现创业梦想。”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马
胜杰介绍说，根据今年年初北京推出的“京校十条”，高校实
施科技成果转化所给予的奖励比例下限由以前的 20%提
高至 70%；高等学校科技人员参与科技创业和成果转化得
到鼓励，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创业得到多方面支持，有效促进
了高校创新活力的释放。

在中关村，紧扣创新创业需求的市场化创业服务机构、
产业联盟等新型社会组织方兴未艾，促进创新创业由依靠
政府推动，向依靠专业服务机构、技术转移机构、协会商会
等市场化社会组织推动转变。

今年6月，由海归人员创办的京微雅格，研发出国内首
颗高性能高集成“万能芯片”，实现了我国在该领域的“零突
破”。在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和新能源，以及生物和
健康领域，一项项科技成果在中关村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快
速产业化。1 至 5 月，中关村规模以上企业实现总收入
11072.1 亿元，同比增长 14.3%。截至 5 月末，中关村高新
技术企业拥有有效发明专利达 31050 件，约占北京市企业
有效发明专利量的三分之二。企业万人拥有有效发明专利
187.5件，是上年同期的1.2倍。

本报讯 记者郑明桥报道：如
何实现高新区的“二次创业”？湖北
武汉东湖高新区的做法是，通过体
制机制创新，打造出让科技人员、投
资者汇聚一堂、联姻合作的创新创
业环境，有效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

东湖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胡立
山说，在创新路上，东湖高新区

不把创新手段当成目标考核，也
不把创新简单等同于科技创新，
而是更多地关注建立产学研协同
机制体制创新。

2013 年 7 月 1 日，东湖高新区
出台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新“黄
金十条”，其中允许科研人员留岗 3
至 8 年外出创业，成果转化收益最

多七成给研发人员，这些内容都是
全国首创。“黄金十条”推出以来，政
策效应逐步显现，当年就有 300 多
项科技成果成功转化，其中“显微光
学切片断层成像系统”实现 1000
万元挂牌转让，标的额和个人分配
比例创全国之最。

体制机制创新，带来科技成果
井喷。仅去年一年，该区专利申请
量 就 超 过 1.2 万 件 ，占 武 汉 市 的
50%。此外还涌现出全球首台光功
率热分析仪、精密重力测量研究设
施等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自主
创新成果。

武汉东湖：

体制创新促科技成果转化

尽管历经千年风尘，
莫高窟岩壁上举足旋身、
反弹琵琶的伎乐天神韵依
旧，这个绝世舞姿被后人
视为敦煌的象征。一如敦
煌，被视为陇原大地的
符号。

“参加国际会议，外国
同行可能不知道甘肃，但
你说来自敦煌，对方立刻
恍然大悟。”提起亲身经
历，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
诗记忆犹新。称这个丝路
重镇是甘肃的名片，一点
儿都不为过。

丝绸之路横贯甘肃东
西，绵延 1600 公里，是东
西文明交融之地、商贸往
来的咽喉要道，敦煌是中
原进入西域的门户，地位
举足轻重。然而，当我们
从河西走廊的西端一路向
东，更惊讶于这个西部省
份的文化宝藏如此璀璨
——“丝绸之路三千里，华
夏文明八千年”。除了丝
路文化，甘肃还孕育了始
祖文化，距今 8000 余年
的大地湾遗址将有记载的
人类文明史提前了 3000
多年。

传承华夏文明是甘肃
的使命。如何抓住建设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机遇，将
黄河文化、丝路文化、民族
文化有机结合，将文化基因注入现代生活，使历史印记
焕发时代生机？这是甘肃一直在思考的命题。

“国家批准甘肃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我们要
探索经济欠发达但文化资源富集地区文化‘反弹琵琶’
式率先发展、超常规发展的路子，在这个方面我们承担
着国家责任。”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连辑说。

“反弹琵琶”，是文化与经济的协奏，是积淀、传承、
创新的交响。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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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 路 行·看 甘 肃

（（详见七版详见七版））

北京中关村：

激发企业创新原动力

上海张江：

全程激励汇聚创新创业人才

新的“中拉时间”开始了
——记习近平主席访问拉美

四国并出席中拉领导人会晤
（详见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