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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 年 ，深 圳 GDP 增 长 8%。
在保持较快增长速度的同
时 ，发 展 质 量 效 益 持 续 提
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上半
年利润总额增长 22.1%，高
于全国及全省的平均水平；
万 元 GDP 能 耗 预 计 下 降
4.25%，万元 GDP 水耗下降
5.6% ，居 全 国 大 中 城 市
前列。

这样的发展态势，深圳
已持续了多年。从 2009 年
至今，深圳 GDP 总量不断迈
上新台阶，增幅达 77%，而
资源消耗总量却不升反降,
万 元 GDP 能 耗 从 0.529 吨
标 准 煤 下 降 到 2013 年 的
0.428 吨标准煤，万元 GDP
能耗、水耗为全国平均水平
的约 3/5 和 1/8，均处于全国
最低水平。

以更少的资源消耗、更
低的环境成本，创造更多更
好的发展成果，深圳无疑交
出了漂亮的答卷。以全国最
低水平的能耗水平实现每平
方公里GDP产出超过1亿美
元，深圳是如何做到的？答
案是以质取胜。

“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今
天这个阶段，我们就是要在
速度与质量之间，旗帜鲜明
地把质量作为‘第一性’的追
求。”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接
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强
调。在王荣看来，深圳的发
展已经处于新的拐点——过
去那种片面追求速度和规模
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深圳需要更有效益、更高质
量的发展。

过去的 30 多年里，深圳
GDP 的平均增速达 25.6%，
在昔日一个边陲农业县的

基础上，迅速建成一座现代化国际化大城市，创造了世界工
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发展史上的奇迹。随着深圳经济的进
一步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遭遇了成长的瓶
颈：走过了创业初期的激情，深圳前行的动力在哪？当特区
独享的优惠政策已不复存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资源紧
缺、环境容量趋紧⋯⋯深圳靠什么实现持续长远发展？

（下转第三版）

今年上半年，有这样一组数据令人
注目：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12.4%，比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高出
3.6 个 百 分 点 ； 网 上 零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48.3%，比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高出 36 个百分点；全国单位 GDP 能耗
同比下降 4.2%。

数据的背后，是我国对科技投入
的持续增加，是技术进步、商业模式
创新、管理创新对经济增长、结构调
整和转型升级贡献的不断提升，创新
驱动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最强劲
的“引擎”。

最近一个时期，我国在通信、高性能
计算机、数字电视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
重大技术突破，科技实力由总体跟跑转
变为跟跑、并行、领跑兼有的趋势更为明
显。技术创新给企业带来的是核心研发
能力的提升和竞争力的提高。我国去年
技术改造专项中采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
术占 56％，项目实施后同类产品技术水
平实现国内领先的达到 68％。观察上半

年企业的发展情况，更可以清晰地发现
这样一个现象，凡是具有创新能力而且
勇于创新的企业，增长势头都不错。

与此同时，网络经济等新兴业态、
新商业模式也蓬勃发展，并广泛渗透到
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领域，成为我
国经济发展中的新增长点。以“余额
宝”为例，截至今年一季度，这款互联
网金融理财产品资金规模已达到 5400
多亿元，用户过亿。在它的撬动下，不
仅“宝类”产品风生水起，带动了互联
网金融行业的勃兴，而且推动了传统银
行业的改革步伐，乃至整个利率市场化
进程。如今，从实体企业到金融机构，
都在积极与网络“联姻”，“触网”成为

各行各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方向。
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管

理创新的不断突破，给各行各业带来了
活力。今年上半年，大庆油田提升管理
水平，有效控制投资成本，节省各类投
资 44.2 亿元，节约采购资金 1.8 亿元。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创新驱动乃大势所趋、形势所迫、
强国所需。现在，世界发达水平人口全
部加起来是 10 亿人左右，而我国有 13
亿多人，全部进入现代化，那就意味着
世界发达水平人口要翻一番多。如果继
续延续拼投资、拼资源、拼环境的办法
和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路子，那
全球现有资源都给我们也不够用！老路

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创新上，就
在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
为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现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
育兴起，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
技术已经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带
动了关键技术交叉融合、群体跃进，变
革突破的能量正在不断积累。我们要在
国家可持续发展和国际舞台上腰杆硬、
底气足，必须抓住机遇，统筹加大“出
新成果”和“用新成果”的力度，着力
把关系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核心关键
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把创新
成果转化为保障发展和安全的强大力
量，实现中高速增长向中高端水平不断
迈进。

没有体制机制的突破，创新就难以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难以带来经济效
益。要把束缚创新的绳索解开，把创新
驱动的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最大限度
地激发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
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的巨大潜
能。在这方面，我国已经制定了不少有
力的政策措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
是进行了周密部署，各地要加快落实下
去。最近，广东出台了全国首个加快创
新驱动的“决定”，细化改革任务，这
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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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

心技术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带动了关键技术交叉融合、群体跃进，变革突

破的能量正在不断积累。

□ 实现创新驱动，关键在于体制机制创新。要把束缚创新的绳索解开，把

创新驱动的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

理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的巨大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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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松柏

本 报 北 京 8 月 8 日 讯 记者顾

阳报道：海关总署 8 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7 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3785 亿
美元，增长 6.9%。其中，出口 2129
亿美元，增长 14.5%，为 17 个月来
的 新 高 ； 进 口 1656 亿 美 元 ， 下 降
1.6%；贸易顺差 473亿美元，创单月
贸易顺差历史纪录。

前 7 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2.4
万亿美元，增长为 2%，实现由负转
正。其中，出口 1.28 万亿美元，增
长 3%； 进 口 1.12 万 亿 美 元 ， 增 长
1%；贸易顺差 1506 亿美元，扩大
20.9%。

“7 月 份 我 国 外 贸 增 速 继 续 向
好，月度同比增速在年内首次实现两
位数增长，这一方面说明外需有所好

转，另一方面也表明，国家出台的一
系列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政策效果开
始显现。”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郑跃
声说。

数据显示，在主要发达国家经济
复苏的拉动下，全球经济温和回暖，
我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持续增
长。前 7 个月，欧盟、美国和东盟仍
为我国前三大贸易伙伴。其中，中
欧、中美及与东盟的双边贸易分别增
长 10%、3.9%和 3.5%。

在进出口增速回升的同时，我国
外贸结构也呈现出不断优化的态势。
从贸易方式看，前 7 个月，我国一般贸
易进出口 8.09 万亿元，增长 5.2%，占
我外贸总值的 55%，较去年同期提升
2.7 个百分点；而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

4.64 万亿元，下降 2.1%，较去年同期
下滑 0.8个百分点。

从外贸主体看，民营企业外贸
出口增速位居各类企业之首。郑跃
声 表 示 ， 在 国 家 各 项 政 策 的 扶 持
下，民营企业适应外部市场变化的
能力逐步增强，在我国外贸中的比
重也逐步提升，与此同时，外资企
业在我国外贸中的份额降低。这一
升一降，表明我国外贸发展的内生
动力正不断增强。

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张骥表
示，从中长期来看，外贸形势仍然趋
紧，完成今年外贸增长 7.5%的目标
任务艰巨。他表示，经过各方努力，
中国外贸仍将保持增长势头，增速前
低后高，全年保持平稳增长。

出口增长 14.5%，创 17 个月来新高——

7 月出口持续回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将城镇化放在转型升级的“新

三化建设”之首，解决了老百姓“搬得进、住得起、过得

好”的问题，在茫茫戈壁上建起一座座现代化新城镇。

从“屯垦戍边”到“建城戍边”，兵团新镇成为安边固疆

的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的大熔炉。

戈壁崛起新城镇

本报讯 记者张虎报道：今年上半年，中央和有关部
委连续出台文化产业利好政策，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
关产业融合发展成为国家战略，文化产业正跳出传统领
域，融入宏观经济大格局中，成为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

“新引擎”。
在 5 月举行的第十届深圳文博会参展项目中，文化与

创意、金融、旅游的融合项目占到七成。不久前出炉的第六
届“中国文化企业 30 强”，文化科技类企业利润率最高，超
过 40%。在北京，文化消费成为重要的消费增长点。仅
2013 年首届惠民文化消费季期间，北京市民累计实现文化
消费就达 2654.3 万人次，直接消费金额达 52.3 亿元。在上
海市，文化与金融的有效融合是一大亮点。尤其在文化产
业融资机制、文化产权交易和文化金融政策等方面，包括银
行在内的沪上金融机构主动对接，加大了对小微文化企业
的支持，提速文化金融发展。

（相关报道见五版）

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成国家战略

丝 路 行
看 新 疆

本报北京 8 月 8 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今日公布对全国 31 个
省 （区、市） 2013 年度节能和控制能源消费
总量目标完成情况和措施落实情况考核结果。
结果显示，北京、河北、上海 3 个省 （市） 考
核结果为超额完成等级；新疆因新上项目多、
新增能耗大等原因为未完成等级。

考核结果还显示，天津、山西、内蒙古、
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江
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
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等 22
个省 （区、市） 考核结果为完成等级；安徽、
海南、重庆、青海、宁夏等 5 个省 （区、市）
为基本完成等级。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按照国务院要求，
各地区节能考核结果将作为地方党政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综合评价考核的重要依据，纳入国
务院对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内容。对考核
等级为未完成的地区，按规定进行问责，暂停
该地区高耗能项目的能评审查；对考核等级为
基本完成以及能源消费量超出控制目标的地
区，严格节能评估审查，新上高耗能项目实行
有条件审批。

各地节能考核结果显示

京沪冀超额完成节能目标

在云南鲁甸抗震救灾中，各级党员干部发
挥模范带头作用，积极战斗在抗震救灾最前
线。许多身处震区的当地党员干部，舍小家、
顾大家，在第一时间挺身而出，组织救援、安置
群众。

陆军第14集团军防化团党员突击队25名
党员，连续3天承担震后消毒防疫任务，坚持
对帐篷、臭水沟、垃圾进行“无死角”消毒。
鲁甸县龙头山镇龙泉社区党总支书记唐正云，
有6位亲人不幸遇难，他将5个党支部的127
名党员和青壮年劳动力迅速组织起来，徒手救
出了15名被埋的群众，安全转移了3000多名
群众。

（抗震救灾特别报道见二版）

党旗在废墟上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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