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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世界”开启企业新征程
“点世界”是一个以“.世界”为后缀的高端的网络域

名，其核心终端客户是对环保有作为的世界品牌 500 强
企业，并已经形成品牌 500 强企业的身份标识。“世界”
和“.com”同为全球互联网中心（美国）ICANN 的产品。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人们的生活习惯发生了前所
未有的改变，尤其是网上消费的习惯，人们可以足不出
户就能通过网络购到想要的各种所需的物品或者服务，
至于各种需要通过网络与企业及其品牌进行互动的高
效性更不必说。在同等情况下，消费者更关注并认可那
些让自己有足够信赖感、深得人心、沟通便捷的大品牌，

“点世界”便应运而生了。比如：你想了解亚布力的情
况，你只需在电脑的地址栏输入“亚布力.世界”就可直接
进入其官网，省去了搜索、检索结果等几个步骤，非常便
捷。而且，众所周知，对于一个中国的消费者来说，面对
英文官网“www.mercedes-benz.com.cn”和中文官网

“奔驰.世界”时，一定是后者更容易被辨识和记住。而如
此醒目的具有国际化、环保意义的企业标识能够使大品
牌在任何场合下都能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自然，这种
最具亲和力、最有人性化的沟通模式会使品牌更能久远
地深入人心，其品牌价值也随之得以更好地延伸。

在中国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一方面可以提升
中国企业的世界级品牌形象。比如：某个凉茶品牌拥有

“凉茶.世界”“正宗凉茶.世界”“健康凉茶.世界”“去火凉
茶.世界”几个域名，再加上大量的广告，就会很容易深入
消费者的内心。另一方面，“.世界”这个中文域名作为世
界级企业身份的标识，还能让世界 500 强品牌在中国更
具亲和力，更好地本土化。文/吴冀 ·广告·广告

进校园为新生普及金融知识
江西景德镇银监分局率中国银行景德镇

市分行普及金融知识宣传小分队 10 月 20 日

来到景德镇学院，给该院数千名新生上了一

堂生动的金融知识教育课，为这些刚出家门

初涉社会的年轻人筑牢金融安全意识的藩

篱，将全市“普及金融知识宣传月”活动延伸

到院校。

金融教育课上，宣传队工作人员向学生

们介绍了一些金融消费常识，指导如何正确

使用银行卡，如何确保资金安全。通过重点

讲解犯罪嫌疑人利用电信及电子银行诈骗案

例，传授相关金融安全防范知识，进一步增强

年轻人的金融安全意识。在互动环节，工作

人员一边发放宣传折页，一边耐心解答同学

们关于银行卡、电子银行、电信诈骗、反洗钱

等方面疑问。

文/蔡腊梅、周岚、冯威

·广告

本报北京 10 月 23 日讯 记者吉蕾蕾报道：由经济
日报社中经产业景气指数研究中心、国家统计局中国经
济景气监测中心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联合编制的
2014 年三季度中经有色金属产业景气指数于 10 月 24
日发布。

指数显示，2014 年三季度，中经有色金属产业景
气指数为 97.5，与二季度持平；中经有色金属产业预警
指数为 76.7，比二季度上升 3.3 点，仍处于“浅蓝灯”
区运行。

三季度，随着有色金属价格跌幅明显收窄，行业销
售收入与利润均有所改善。经初步季节调整，三季度，
有色金属出厂价格同比下跌 1.2%，跌幅比二季度收窄
了 3.3 个百分点；有色金属行业主营业务收入为 1.4 万
亿元，同比增长 8.7%，增速比二季度回升 0.5 个百分
点；有色金属行业利润总额为 456.2 亿元，由二季度同
比下降 8.2%转为增长 18.8%。

值得关注的是，三季度有色金属行业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比二季度回落 7.2 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矿采
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增速均有所回
落，上游采矿业回落更为明显。作为产能过剩行业，有
色金属行业投资增速的回落体现了结构调整的趋势。

（详细内容请关注本报将于 10 月 31 日发布的 《中
经产业景气指数专刊 （2014 年三季度）》）

三季度中经有色金属产业景气指数显示——

有色金属行业投资增速放缓

3.3%、8.9%、5.9%，这是今年一、二、
三季度末，国企实现利润增速情况。虽然
与去年相比仍保持增长态势，但这些变化
说明当前国企盈利水平处于下行通道。
专家表示，今年以来国企营业总收入增长
较为稳定，但盈利水平偏弱，说明“大而不
强”问题仍比较突出。

所谓“大”，即指企业的营业情况和资
产规模。前9月国企营业总收入351496.6
亿元，同比增长 4.9%。9 月末国有企业资
产总额也达到 991510.5 亿元。这说明与
去年同期相比，国有资产规模实现稳步增
长，企业经营的活跃度得以提升。

所谓“强”，一般指企业的盈利能力。
前 9 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 18504.8 亿
元，环比下降明显。其中，煤炭、化工等行
业利润降幅较大，有色行业仍未摆脱全行

业亏损。这也导致 2014 年中国企业 500
强中，43 家亏损企业有 42 家为国有企
业。“之所以能进入到 500强，意味着企业
营业总收入高、经营规模大，但是亏损严
重就说明‘大而不强’。”财政部财政科学
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对《经济日报》记者
表示。

这种现象在地方国企中表现更为突
出。数据显示，地方国有企业前 9 月营业
收入 136632.9亿元，同比增长 6.2%，高于
央企 4%的增速。但是同期，地方国企实
现 利 润 增 速 只 有 2.6% ，远 低 于 央 企 的
7.1%。这说明，地方国企生产经营规模
扩大了，但在运营管理和成本控制上不及
央企，导致盈利能力偏低。

国企经营“大而不强”并不是新问
题。近年来，我国不少企业发展，或靠资

源红利、人口红利或政策红利驱动，或简
单通过兼并重组、扩大产能等方式实现规
模扩张，但企业经营管理能力、资源配置
能力等却没有跟上。例如，央企管理水平
比地方国企高一些，管理成本则相应低一
些。数据显示，前 9 月央企的管理费用上
升 2.6%，低于地方国企 4.1%的增速。

国企平均盈利能力增速下降也与宏观
经济走势的关联度较大。白景明告诉《经济
日报》记者，比如9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指数呈31个月负增长，而国企主要
分布于制造业、能源行业，PPI走低也从侧
面印证了这些行业的国企产销不旺的情
况。同时，煤炭、化工等产能过剩行业需求
疲软，市场行情低迷导致行业盈利能力低
下，从整体上拉低了国企盈利水平。

这种情况也与企业创新能力不强有

关。目前来看，我国不少企业自身生产技术
和创新能力还不够。“生产附加值较低，会
导致成本过高，侵蚀利润水平。”白景明说。

此外，企业的负债水平提升、利息
上涨造成财务费用增长。数据显示，9
月末国企负债总额 646480 亿元，同比
增长 12%。这对财务费用的上升起到重
要影响，造成同期财务费用成为营业总
成本中上升最为明显的部分，增速为
17.8%。但是，白景明对 《经济日报》
记者表示，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负
债问题，合理负债有利于企业借力发
展，在转型的关键期得到资金保障，但
过度借债将造成企业负担加重。

在国企盈利水平趋缓的情况下，为何
前 9 月应缴税金 28407.4 亿元，增速为
7.4%，高于利润增速。对此，白景明分析
说，主体税收是与销售规模挂钩的，销售
上升，税金也会上升，与实现利润的关系
并不密切。

各项运营指标均显示，我国国企运营
情况同比逐步好转，但要克服“大而不
强”，必须要有拿得出手的“硬功夫”，从技
术、产品、品牌和经营管理等方面打造核
心竞争优势，才能实现利润的稳步提升。

前 9月国企营收同比增 4.9%，实现利润同比增 5.9%——

国 企 盈 利 能 力 亟 须 提 高
本报记者 崔文苑

今年以来国企营业总收入增长较为稳定，但盈利水平偏弱，说明“大而不强”问题

仍比较突出。要克服这一问题，必须要有拿得出手的“硬功夫”，从技术、产品、品牌和

经营管理等方面拥有核心竞争优势，才能实现利润的稳步提升

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
10 月 23 日联合发布的 《2013 年全国科
技经费投入公报》 显示，继 2012 年我
国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经费总量
突破万亿大关后，衡量大国科技投入水
平的最重要指标——R&D 经费投入强
度 （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首
次突破 2%，表明我国科技实力不断增
强，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
缩小。

《公报》 显示，2013 年，全国共投
入 R&D 经费 11846.6 亿元，比上年增
加 1548.2 亿元，增长 15%；R&D 经费
投入强度为 2.08%，比上年的 1.98%提
高 0.1 个百分点。按研究与试验发展人
员 （全时工作量） 计算的人均经费为
33.5万元，比上年增加 1.8万元。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高级统计师邓
永旭指出，结合 《公报》 及相关数据来

看，我国 R&D 经费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
势，凸显了政府对自主创新的引领作用
和企业的研发投入主体地位。同时，结
合专利和新产品数据来看，我国研发投
入力度加大的同时，研发产出也取得了
较好效果。

2013 年，我国财政科技支出继续增
加，政府对自主创新引导力度加大。全
国共投入 R&D 经费 11846.6 亿元，比上
年增加 1548.2 亿元，增长 15%。其中，
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 6184.9 亿元，比
上年增加 584.8亿元，增长 10.4%。

国家用于科技领域的财政支出较好
发挥了国家对自主创新的规划和引导作
用。2013 年全国 R&D 经费投入中政府
资金规模有所扩大，为 2500.6 亿元，比
上年增长 12.6%，占全国 R&D 经费的比
重为 21.1%。

邓永旭还指出，国务院 《关于强化

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全面提升企业创
新能力的意见》 颁布以来，创新要素进
一步向企业集聚，企业的创新投入主体
地位得到巩固。

一方面，企业办科技机构建设得到
加强。2013 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
拥有科技机构 5.2 万个，比上年增加 0.6
万个；机构人员 238.8 万人，比上年增
加 12 万人；机构经费支出 5941.5 亿元，
比上年增加 708.2亿元。

另一方面，企业 R&D 投入力度不断
加大。2013 年我国各类企业投入 R&D
经费 9075.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7%，
占全国 R&D 经费总量的比重达 76.6%，
比上年提高 0.4个百分点。

“在我国研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的同
时，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代表的创新投
入主体的研发产出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邓永旭表示，从专利看，2013 年，我国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为
21.9 万 件 ，比 上 年 增 长 24.2% 。 2013
年 ，在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中 ，每 亿 元
R&D 经费产生的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
为 26.3件，比上年提高 1.8件。

从新产品看，2013 年，我国规模以
上 工 业 企 业 实 现 新 产 品 销 售 收 入
128460.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2%；其中
新产品出口 22853.5 亿元，比上年增长
4.4%。2013 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中，新产品销售收入与 R&D 经费之比为
15.4∶1，比上年的 15.3∶1有所提高。

不过 《公报》 也显示我国 R&D 经
费投入在投入类型、产业、地区等方面
的分布还很不均衡。从活动类型看，基
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占全
社 会 R&D 经 费 总 量 的 比 重 分 别 为
4.7%、10.7%和 84.6%，基础研究和应
用研究比重偏低，国家应进一步加大投
入力度。

从产业部门看，R&D 经费主要投向
先进制造业，这些行业投入强度也普遍
高于其他行业。R&D 经费超过 500 亿
元的行业大类有 7 个，依次为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
器材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
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
业，这 7 个行业 R&D 经费占全部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 R&D经费比重为 61.3%。

从地区看，R&D 经费投入主要集
中在部分东部发达地区。R&D 经费前
六名的省份依次为江苏、广东、北京、
山东、浙江和上海，合计占全国的比重
接近六成。R&D 经费投入强度 （与地
区生产总值之比） 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
水平的有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广
东、浙江、山东和陕西等 8 个省市，其
余省区市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R&D
经费投入有待进一步加大。

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首破2%
表明科技实力不断增强 投入类型、产业、地区分布仍很不均衡

本报记者 薛志伟

本报北京 10 月 23 日讯 记者梁睿报
道：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创行联合
主办的第十四届创行世界杯 22 日在北京
开幕。在为期 3 天的赛事活动中，4000 多
名大学生展示其策划实施的公益项目。

创行是一个由近 40 个国家超过 2000
所高校在校大学生等组成的非营利组织，截
至去年，在中国已有200多所合作高校。

第十四届创行世界杯活动举办

10 月 23 日，位

于陕西榆林的兖矿

榆 林 100 万 吨/年

煤间接制油示范项

目，进入设备安装

调试阶段，该项目

是国家“十二五”煤

炭 深 加 工 示 范 项

目，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核心技术，在国

内外处于领先水平，

预计明年 5 月正式

投产运行。图为大

型储煤仓的设备正

在调试中。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2013年，全国R&D经费投
入比上年增加 1548.2 亿元；
R&D经费投入强度比上年提高
0.1个百分点，凸显了政府对
自主创新的引领作用和企业
的研发投入主体地位。国家
用于科技领域的财政支出较
好发挥了国家对自主创新的
规划和引导作用，以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为代表的创新投入
主体的研发产出也取得了丰
硕成果

本报北京 10 月 23 日讯 记者崔文苑报道：近日，财
政部会同民政部、全国老龄办联合下发《关于建立健全经
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的通知》。这是继
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养老服务之后，国家加大公共
财政投向养老服务业的又一重要政策。

通知要求，省级财政部门要会同民政部门、老龄工作
部门，结合当地实际，及时制定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
老年人补贴制度的资金管理办法和具体实施方案，明确
具体补助项目、补助范围、补助标准、资金筹集渠道、申请
条件和审查公示、发放程序以及监督管理措施等内容。
已经出台了相关补贴政策的地区，要进一步完善补助政
策，强化资金管理，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通知明确，按照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原则，经济
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的养老服务补贴经费由地方
财政负担。各地财政部门应准确测算养老服务补贴所需
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三部门通知要求

健全对困难高龄失能老人补贴制度

本报北京 10 月 23 日讯 记者吴佳佳

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获悉：2014 中国国际
康复博览会将于 10月 27日至 29日在北京
举行。

本次展会共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
企业参展，其中包括众多知名的听障、视障、
康复设备生产商、运营商和相关服务机构。
本次展会的重点不仅包括康复设备等“硬
件”展示，还涵盖了相关服务的“软件”领域。

中 国 国 际 康 复 博 览 会 将 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