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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 1 月 16 日发布数据显
示，2014 年，全社会用电量 55233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3.8%。虽然总量有所增长，
但这一数值不仅低于2013年的同比增速
7.5%，甚至比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的
同比增速 5.23%还要低。专家表示，正常
情况下，用电量增速与经济增速成正比，
去年全社会用电量骤降主要受制于经济
增速放缓，未来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994 亿
千瓦时，同比下降 0.2%；第二产业用电量
4065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7%；第三产
业 用 电 量 6660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6.4%；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6928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2.2%。

以上数据显示，与 2013年全年相比，
第一二三产业及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
比增速均回落，其中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下降幅度最大，回落达7个百分点。

“用电量增速大幅回落主要受工业
用电量增速下降影响，当前我国工业能
耗占总能耗的 70%左右，其中钢铁、水
泥、石化等高耗能产业的能源消费又占
到工业能耗的一半左右，用电量波动与
这些行业的生产形势有很大关系。”厦门

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
分析认为，目前市场需求仍然不足，过剩
产能依然存在，大量的产品库存有待释
放。同时，虽然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一定
成效，但反映到用电量上还没那么快。

关于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增速为何
大幅下降，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
胡兆光认为，居民用电量基数小，受气候
影响较大，去年夏天全国气温偏低，直接
影响了用电量的增速。比如，2014 年 8
月，全国平均气温比常年同期低 0.2 摄氏
度，比上年同期低 1.5 摄氏度。气温偏低
减少了用电需求，也影响电力部门及相
关行业的生产。

对于 2015 年用电量的预期情况，林
伯强表示，如果单纯根据用电量指标来
判断，2015 年用电量增长会比 2014 年更
差，但是由于近来石油价格大幅下跌，对
工业的正面影响很大，这对中国经济是
一大利好，所以 2015 年的用电量增速很
可能会企稳回升。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不
再走过度依靠投资拉动 GDP高速增长的
老路，开始抑制“三高”产业的发展，向服
务型经济转型，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质

量，用电量增速放缓也将成为一种常态，
以往那种用电量每年增幅超过两位数的
情况难以出现。

“虽然 2014 年全年的用电量增长比
较低，但实际经济运行情况并不像我们
想象的那么差。”胡兆光强调，根据电力
经济学，可以通过用电量大概估算就业
人数，2014 年我国新增就业 1394 万人，
其中第二产业 500 万人，剩下的都依靠
第三产业解决。以后工业更多发展智能
化生产，吸引就业能力有限，今后解决就
业主要依靠第三产业。由此可见，产业
结构调整可以吸纳更多就业人员，经济
增长新常态不会影响就业。

“目前最主要的是解决就业问题，不
应过多关注用电量的低增长，而应该更
关注用电的质量。”胡兆光补充说。值得
注意的是，我国电力结构正在持续改善，
清洁能源占比稳步增加。2014 年，全国
6000 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设备累计平
均利用小时为 4286 小时，同比减少 235
小时。其中，水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
3653 小时，同比增加 293 小时；火电设备
平均利用小时为 4706 小时，同比减少
314小时。

去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3.8%——

经济下行压力仍存 电力结构持续调整
本报记者 王轶辰

寻求“中国服务”品牌被全球业界广泛认知渠道——

我国将从服务外包产业获得更多“真金白银”
本报记者 李予阳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公布
内蒙古毕拉河等 21 处新建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名单的通知》，批准新建一批具有
重要价值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务院新批准建设的 21 处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涉及 15 个省份，总面积为 62
万公顷，至此，我国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数量达到 428 个。新建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的保护价值如何？怎样做好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工作？1 月 16 日，

《经济日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环境
保护部有关负责人。

该负责人表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精华所在，占全国
自然保护区总数的 15.9%，面积达 9466
万公顷，分别占全国自然保护区面积和
我国陆域国土面积的 64.7%和 9.7%。国
务院批准新建的这一批自然保护区主要
保护对象的典型性、稀有性、濒危性、脆
弱性和代表性较强，生物多样性丰富，在
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维持生态平衡、水
土保持、保护我国珍稀濒危物种资源和
科学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从生物多样性方面来讲，这一批自然
保护区保护了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物东
北虎、大熊猫、雪豹、金丝猴等 35种，国家
Ⅱ级重点保护动物鹅喉羚、黄喉貂等 133
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植物东北红豆杉、
海南苏铁等 12 种，以及国家Ⅱ级重点保
护植物大别山五针松、桫椤等93种。

从全国保护体系来看，这一批自然
保护区与周边已建自然保护区在区域尺
度上形成了自然保护区群或网络，对于
完善和优化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空
间布局有着重要作用。其中，黑龙江太
平沟自然保护区加上老爷岭东北虎自然
保护区，与中俄多个东北虎保护区接壤，
是国际、国内东北虎保护网络的重要生
态廊道；河南大别山自然保护区位于大
别山腹地江淮之间，是西南生物区系、华
中生物区系和华东生物区系发展扩散的
重要桥梁和纽带；广西七冲自然保护区
位于五岭、大瑶山、大桂山包围的腹地，
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带，对
于贯通生物廊道、连通保护区群具有重
要价值；四川千佛山自然保护区地处我
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和全球生物多

样性热点地区，是大熊猫岷山 B 种群的
重要栖息地和重要扩散区。

该负责人介绍说，《通知》对提高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提出了明
确要求。其主要内容包括：首先是依法管
理。严格执行《自然保护区条例》和2010
年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自然保
护区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其次是加强
领导、协调和监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
设和管理，离不开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
需要各有关部门的大力协作、共同推进。

此外，该负责人表示，依法管理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重点是要防止不合理开发
活动对自然保护区的不利影响。要妥善处
理自然保护区工作与当地经济发展和周边
社区居民的关系，推动社区共管，也要从国
家层面实施生态补偿政策来给予支持。

自然保护重在防止不合理开发
——环保部有关负责人详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格局

本报记者 曹红艳

本报上海 1 月 16 日电 记者刘松柏报道：国家质检总
局局长、党组书记支树平在今日召开的全国质检工作会议
上表示，在省级政府质量工作考核的基础上，今年我国将启
动对市县级政府的质量工作考核，层层传导压力，形成“一
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局面。

支树平说，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质量安全的
重要性凸显出来。质量已经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目标
和内生动力。他表示，今年要突出重点，狠抓质量提升，以
实际成效牵动各行各业抓质量，以质量提升激活消费需求、
促进经济升级。

记者了解到，今年全国质检系统将围绕制造业质量
升级和小微企业、服务业质量提升，突出抓好儿童用品等
10 类重点产品、电子商务产品、输非商品以及重点服务业
质量提升等 4 大专项行动，推行质量首负责任制，大力实
施品牌培育与提升工程，力争 3 至 5 年打造 100 个知名品
牌示范区。

今年启动市县级政府质量工作考核
5年内打造百个知名品牌示范区

本报南昌 1 月 16 日电 记者郑彬从全国旅游工作会
议获悉：我国将从今年开始健全旅游安全设施设备，强化安
全保障措施，提高保险保障水平，完善应急救援体系，努力
构建一张旅游安全保障网。

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在会议上说，今年我国将建
设国家旅游应急指挥平台，并实现与各省平台的对接。
推动建立政府救助与商业救援相结合的旅游紧急救援体
系，鼓励有条件的旅游企业建立专、兼职的紧急救援队
伍。继续深化“旅保合作”机制，推动保险机构完善旅游
保险产品和服务。

国家旅游局将加强旅游安全提示信息的发布渠道建
设，充分利用微信微博、手机短信等新手段，提高安全提示
信息的受众面和时效性；建立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提示制
度，加快“中国旅游天气网”及旅游气象服务示范区建设，发
布旅游目的地气象预警；完善出境游客信息自愿备案制度，
制作游客安全信息卡。

我国将建国家旅游应急指挥平台
完善安全提示信息发布渠道

本报北京 1 月 16 日讯 记者顾阳报道：全国海关开
展打击农产品走私“绿风”专项行动 1 年来，集中力量对
走私农产品违法犯罪活动实施打击治理，取得积极成
效 。 据 统 计 ，全 国 海 关 共 立 案 查 办 农 产 品 走 私 案 件
13316 起，案值 448.98 亿元，涉嫌偷逃税款 92.82 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 31.53%、96.15%、61.06%。其中，涉嫌偷逃
税额千万元以上重特大农产品走私犯罪案件 96 起，铲除
了一批严重扰乱农产品进出口秩序的专业化走私犯罪
团伙。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张广志表示，今年海关将进一步
巩固“绿风”专项行动成果，以防范和打击大米、小麦口粮类
农产品走私为工作重点，强化一线实际监管，进一步加大打
击走私力度，同时将会同国家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和地方政
府，共同研究完善农产品在进出口、运输、销售以及配额申
领发放等管理措施，对走私农产品流通等重点环节组织开
展联合打击和综合整治。

“绿风”行动查办农产品走私案1.3万起
今年重点打击大米小麦口粮类走私

本报讯 记者徐惠喜报道:由中国投资协会主办的中
国海外投资新年论坛日前在京举行。论坛以丝路五通为主
题，深入解读“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
心相通”的丰富内涵，探讨各方务实合作的新机遇。

据了解，“一带一路”建设目前取得积极进展，已有 50
多个国家积极响应并要求参与共建。中国已与多个国家签
署了相关协议，一批重要项目已经或即将启动。与会各国
驻华使节对“一带一路”表现出浓厚兴趣，热切希望参与建
设，并欢迎中国企业前往投资兴业，扩大双边合作。

本次论坛还就丝路沿线基础设施投资、境内外大宗商
品交易互联互通、中外共建工业园区、跨国经营和投融
资、中国产能输出和投资合作，以及促进能源和矿产、地
产和旅游业投资、农业和绿色产业投资、高新技术和制造
业合作、海外工程建设和装备业的国际合作等议题开展
了深入研讨。

一批“一带一路”重要项目启动
已有 50多个国家响应参与

本报北京 1 月 16 日讯 记者董碧娟从科技部获悉：在
863 计划、“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等持续支持下，中
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首创的新型小儿麻痹症疫
苗——Sabin 株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简称“S-IPV”)日前
已正式获得新药证书和 GMP认证，标志着我国在此研究领
域的创新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脊髓灰质炎又称“小儿麻痹症”。目前各国主要通过使
用注射用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IPV）和口服Sabin株脊髓灰
质炎减毒活疫苗（OPV）进行预防。但由于脊髓灰质炎减毒
活疫苗本身仍具有潜在的致病危险，因此，利用脊髓灰质炎
灭活疫苗替代减毒活疫苗成必然之选。

据介绍，科研人员经过 20 多年努力，先后建立了适应
微载体培养的三级病毒种子库、非洲绿猴肾（Vero）细胞库
和 S-IPV 疫苗生产工艺体系，于 2012 年 8 月在国际上率先
完成了Ⅲ期临床试验。目前，S-IPV 疫苗产品的生产线已
通过 GMP认证。

我国首创新型小儿麻痹症疫苗
研究成果达国际先进水平

本版编辑 徐 胥 周 剑

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促进服务外
包产业加快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到
2020 年，服务外包产业国际国内市场协
调发展，规模显著扩大，结构显著优化，
企业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成为我国参
与全球产业分工、提升产业价值链的重
要途径，并给出了服务外包产业的重点
领域、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等。

这是继去年 11 月 26 日国务院常务
会议专题讨论加快推进服务外包产业之
后，国务院首次对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加
快发展作出的全面部署。中国服务外包
网 CEO 齐海涛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意见》明确了服务外包产业
的重要地位，服务外包产业将迎来发展
的春天。

加入 WTO 以来，我国以货物贸易
为主的外贸发展迅猛，但随着人工成本
不断上涨，资源环境日趋紧张，以加工贸
易为主要内容的货物贸易传统优势正在
逐渐丧失。服务贸易的发展是一条绿色
发展的转型之路，有利于将过去拼资源、
拼环境、消耗大量能源的粗放型的发展
方式，转为通过提高人的素质、技术竞争
力、综合竞争力来增强经济发展的能力
和水平。

“我国正快速迈向服务经济时代，服
务外包产业的前景十分广阔，将有效吸
纳就业，促进大众创业，成为我国经济可
持续增长的新动力。”商务部研究院研究
员白明说。

服务外包产业是我国经济结构调
整，特别是对外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
要内容，也是我国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
支撑点。近年来，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快
速发展。2013 年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离
岸+在岸）总规模已接近 1.7 万亿元人民
币，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 2.97%，对国

民经济增长贡献约 0.8个百分点。
服务外包产业对吸纳就业的作用明

显。数据显示，2014 年 1 至 11 月，我国
服务外包新增从业人员 62.9 万人，其中
大学（含大专）以上学历 43.5 万人，占从
业人员总数的 69.1%。截至 2014 年 10
月底，我国共有服务外包企业 27686 家，
从业人员 599.1 万人，其中大学（含大
专）以上学历 399.4 万人，占从业人员总
数的 66.7%。白明认为，服务外包产业
属于人力资源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能够
吸纳大量中高端劳动力，拉动就业尤其
是大学生就业。

但相对于货物贸易，我国服务贸易
发展相对滞后，服务外包产业分工仍位
于国际产业链相对低端。此次《意见》明
确了服务外包产业要向高技术、高附加
值领域拓展，大力发展软件和信息技术、
设计、研发、互联网、医疗、工业、能源等
领域服务外包，同时，还要加快发展文化
创意、教育、交通物流、健康护理、科技服
务、批发零售、休闲娱乐等领域服务外
包。《意见》也提出金融业不仅要为服务
外包产业发展提供融资便利，金融业本
身也要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此外，今后
还将定期发布《服务外包产业重点发展
领域指导目录》。

白明表示，“服务外包产业不必再走
‘先做大再做强、先发展再升级’的老
路，而应做大做强两手抓，直接向产业
链高端迈进。”当前，以云计算、物联网
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新催生了
新的服务业态，也为高附加值服务贸易
和高附加值服务外包快速发展提供了
新的发展空间。

《意见》提出发挥长三角、珠三角、环
渤海及京津冀等区域已形成的产业集聚
优势，发挥中西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和东

北地区工业体系完整的优势，促进服务
外包产业形成特色鲜明、优势互补、协调
有序的良性发展格局。

《意见》还提出实施国际市场多元化
战略，推动服务标准出口，并强调要密切
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联系，构建多元
化市场新格局。白明认为，服务外包必
须在全球视野下，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取得突破性进展。发
展服务外包让“一带一路”战略的内容更
加具体，我国与沿线国家在服务外包领
域的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

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尚处于起步阶
段，产业发展规模和质量与国际服务外
包先进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整合

全球业务资源能力明显不足，“中国服
务”品牌尚未被全球业界广泛认知，产业
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依然偏弱。白明认
为，强化财政金融税收支持，让服务外包
产业发展获得了“真金白银”，将大大促
进产业发展。

“《意见》的一大亮点是不仅强调了
服务外包对就业的作用，还强调了对创
业和创新的作用，赋予了服务外包新的
功能。”齐海涛对《经济日报》记者说，

“《意见》突出了创新驱动。除了财税金
融支持外，还提出推动服务外包企业提
升研发创新水平，通过国家科技计划（专
项、基金等）引导和支持研发，并鼓励商
业模式和管理模式创新。这就引导企业
更加注重创新，要练好内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