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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 4 日，工
业和信息化部发放中国主导
的 4G 技术——TD-LTE 牌
照，开启中国4G商用时代。

观 察 中 国 4G 的 发 展 ，
广东移动是一个“标本”。
在中国移动的省级公司中，
广东移动堪称排头兵和实验
田，不少新业务、新品牌都
起源于广东，在 4G 发展上
亦是如此。截至 2014 年 12
月，广东移动共建成 4G 基
站 7 万个，发展 4G 用户超
过 1000 万，在中国移动集
团内名列前茅。作为中国移
动 4G 业务的排头兵，广东
移动的 4G 路径也为其他公
司和运营商提供了借鉴。

“四哥”足迹遍
及岭南城乡

在 广 东 ，4G 业 务 昵 称
“四哥”。

“四哥上公交了，四哥到
瑶寨了，四哥上渔船了，四哥
登海岛了，四哥上火车了，四
哥进山村了，四哥下地铁了
⋯⋯”一年下来，“四哥”的足
迹遍及岭南城乡，4G 信号覆
盖全省。

广东移动总经理钟天华
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广东移动将 4G 建设
和运营作为公司的“一号工
程”，在网络上，实现“三大转
变”，即从广度覆盖向深度覆
盖转变，从工程优先向工程
与优化并重转变，从注重网
络峰值向连续稳定的网络质
量转变，做到“用户在哪里，
网络就在哪里”。从 2014 年
6 月起，广东移动就率先在

地铁、室内、城中村、高层建筑等区域加强深度覆盖和优化，
一张覆盖广、质量好的精品 4G网络正逐步成型。

在湛江市，湛江移动总经理许永刚带我们登上了特呈
岛。小岛面积 3.6 平方公里，上面生活着 2000 多名村民，
公司在岛上设了一个 4G 基站。“海岛设立 4G 基站，方便渔
民及时获得水产市场信息和台风避险信息。”许永刚说。在
基站下，他用专业软件现场检测 4G 信号的强度，“最高速
度 58.06Mbps，平均速度 35.21Mbps，能在海岛保持这样的
高速度，证明了整个 4G网络的优良。”

（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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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文件又像是一篇系统阐述当代中国经济
的经济学专论。的确，文件从消费、投
资、出口、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
市场竞争、资源环境、经济风险及资源
配置和宏观调控九个方面，也就是经济
要素的方方面面，详尽阐明了中国经济
在新常态下的趋势、特征和规律变化。

没有回避问题，没有溢美辞藻，用
历史的、辩证的、专业的视角，如同转
动“经济魔方”，对需求、供给、风
险、调控等各个方面一一总结分析，最
后得出结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
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
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这个结论，既符合现阶段中国经济
发展实际，又符合经济规律，展现了中
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
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
济发展的大逻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传递出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即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要围绕新常
态这个总特征来认识和把握，这就是当
代中国经济的“大逻辑”。只有沿着这
个“大逻辑”，才能准确把握中国的经

济走势、政策脉络、发展方向。
有了这个“大逻辑”，可以清晰地

看到，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
没有改变，一些看似“纠结”的问题

“豁然开朗”。
比如，经济增速问题。我们的判断

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运行
处于合理空间。近两年中国经济面对复杂
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保持了7.5%左右的中
高速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近
30%。因此，对西方一些利益机构借中国
经济有所减速而唱衰中国，我们自己要清
醒，要有定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
前一天，在A股再次徘徊到3000点之际，
某国际著名投行“适时”抛出预测报告，称
从2016年开始印度实际GDP增速将开始
超过中国，暗示中国经济前景不佳。这不
禁让人想起4年前A股从3000点一路狂
泻之际，还是这家投行，也曾经出具两份

“阴阳”报告，一边称看好中国经济，一边让
其客户卖出中国公司股票，既唱衰又捧杀，
当然是利益使然。中国经济总量基数已经
很高，2013 年中国经济增长了一个土耳
其，人均收入是印度的 3倍。在这个基础
上，即使是中高速，就是说7.5%左右，其总
体规模和绝对值也是可观的。

比如，经济风险问题。经济风险问
题也一直是被国际机构拿来“说事”的
由头。我们的判断是，化解以高杠杆和
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
段时间。这个客观判断说明，一方面我
们已经充分认识到风险的存在，产能过
剩、房地产投资减速等，另一方面也表
明我们对风险总体可控有信心，尽在掌
握之中，原则是严控增量、区别对待、
分类施策、逐步化解。

比如，政策刺激问题。面对经济下
行压力较大，总有一种声音在喊着要“刺
激”。我们的判断是，现阶段全面刺激政
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必须挖掘经济
增长的新动力。这个判断至少有三层意
思，一是应保持定力，不宜采取全面刺激
政策，不能搞“撒胡椒面”式的刺激经济
方法；二是要注重宏观调控的科学性。
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
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保持宏观政策
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
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三是要加快转
变政府职能，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在保护产
权、维护公平、改善金融支持、强化激励
机制、集聚优秀人才等方面积极作为。

再比如，新增长点的问题。有些企
业经营困难，不知往哪里转型，不知如
何发现新增长点。我们的判断是，我国
存在大量新的增长点，潜力巨大，要在
市场上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要通过
市场机制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如：
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要更加
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提供保证质
量安全的产品、能激活需求的产品；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
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
量涌现；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
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等。

百岁经济学大师罗纳德·H·科斯
2012 年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的经济
转型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刚登
上历史大舞台。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一
成不变的。在今后的漫长岁月里，中国
经济一定以我们今天无法预测的方式继
续发展和演变。”

如今，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
段，并按照“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
态，引领新常态”的“大逻辑”继续发
展和演变着。“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办
好”、“希望大家日子都过得殷实”，这
正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观经济大势 要用“大逻辑”

备受关注的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

主要结果已经出炉。这次普查是我国

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基本查清

了我国第二、三产业的情况，进一步查

实了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小微企

业的发展状况。这次重大的国情调查，

对于摸清我国经济家底，全面准确认识

新常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推动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

意义。

自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 5 年来，我

国有效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工

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快

速发展，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经济规

模、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和

企业组织在调整中不断变化，第三产业

增 加 值 占 GDP 的 比 重 持 续 上 升 。 当

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推

动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

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的任务越来越

重。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

常态，迫切需要全面掌握产业结构的最

新变化，为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提供科

学依据。

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范围包括我

国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部

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

户，主要目的是全面调查了解我国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及布局，弄

清楚我国各类单位的基本情况，全面更

新覆盖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基本单位名录

库、基础信息数据库和统计电子地理信

息系统。目前公布的主要普查结果数

据，非常鲜明地展示出了 5 年来我国经

济总量明显扩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发展效益不断提高的成就，准确描绘出

了我国经济发展变化的简要图景。这些

数据有利于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

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各项职责，有

利于各类市场主体与社会公众正确判断

经济形势和产业走向，有利于科学制定

“十三五”规划，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不断完善。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普查数据的综

合分析和深入研究，最大限度地发挥普

查数据的社会效用，为政府制定宏观经

济政策、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翔

实的统计数据支撑。同时，还要使普查

结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最大限度地发

挥普查资料的作用，为企业开展经营活

动提供服务。

一 次 重 大 国 情 调 查
本报评论员

本报北京 12 月 16 日讯 记者薛志

伟报道：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
公报 16 日正式发布，中国经济家底摸
清，二三产业总量扩大、结构优化、效益
提高是此次普查刻画的 5 年来我国经济
发展变化的简要图景。

国务院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
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国
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在中国经济进入
新常态阶段进行的一次重大的国情国力
调查。此次普查除全面调查了解了我国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及布局
之外，还进一步查实了服务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小微企业的发展状况，摸清了
我国各类单位的基本情况，全面更新了
覆盖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基本单位名录
库、基础信息数据库和统计电子地理信
息系统。

普查数据显示，5 年来我国二三产
业总量不断扩大。法人单位是经济活动
的细胞，法人单位 5 年增长了 52.9%，
从业人员增长了 30.4%，企业资产增长
了 1.25倍。

同时，我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从
产 业 结 构 看 ，服 务 业 比 重 不 断 提 高 ，
2013 年末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占的比
重比 2008 年提高 5.7 个百分点，第三产
业从业人员所占的比重比 2008 年提高
3.5 个百分点。产业内部的结构也在优
化，从工业内部来看，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态势比较明显。2013 年末全国规模以
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占规模以上制造业
法人单位的比重是 7.8%，比第二次经济
普查提高 1.3个百分点。

结构优化还体现在所有制结构优化
上。5 年来混合经济、民营经济快速发
展，同时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
力也在不断提高。2013年末私营企业户
数比 2008 年增加了 55.8%，有限责任公
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等4类混合所有制
企业数也在增加。国有企业的户数尽管
在减少，但其活力和控制力都在提高。

此次普查还表明我国经济运行的质
量和效益在稳步提高。数据显示，2013
年企业法人单位人均营业收入 78.1 万
元，比 2008 年增长 64.2%。2013 年高
技术制造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1.6 万
亿元，比 2008年增长 1.08倍。

（公报全文见五版至八版）

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正式发布——

中 国 经 济 家 底 已 摸 清

本报北京 12 月 16 日讯 记者李予阳报道：由经济日
报社、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
会共同主办的“国企改革：探索与前瞻”论坛今天在北京
举行。论坛邀请了具有实践经验的国企改革操作者和长期
关注国企改革的研究者，就混合所有制改革、国企董事会
建设、国有企业的本质特征、改革的目的和方向等问题进
行深入探讨。

与会者认为，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必须毫不动摇
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
经济主导作用。发展混合所有制与搞好国有企业是有机统
一的，绝不能为了混合而混合。要坚持在增量基础上发展
混合所有制原则，绝不能搞国有经济大规模撤退、大规模
减持，绝不能影响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发挥主导作用。
在当前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必须牢牢把握好方向，正确推
进改革。

与会专家认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有利于
提高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
力。改革要以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提高效率为中心，建立
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
度。要按照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加快推
进国有企业改革。 （更多报道见十六版）

“国企改革：探索与前瞻”论坛举办

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

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九版刊发本报评论员文章——

告 别“ 水 泥 走 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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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发展新景象

□ 本报记者 陈学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