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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本报北京 1 月 26 日讯 近日，国
务院印发 《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
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
见》， 部 署 通 过 深 化 改 革 和 制 度 创
新，加快推进科研设施与仪器向社会
开 放 ， 进 一 步 提 高 科 技 资 源 利 用
效率。

《意见》 指出，近年来，随着科
研投入不断增加，科研设施与仪器的
数量、价值快速增长，覆盖领域不断
拓展。但重复购置、部门化、单位
化、个人化和闲置浪费现象较严重，

利用率和共享水平不高的问题凸显。
要加快推进科研设施与仪器向高校、
科研院所、企业、社会研发组织等社
会用户开放，实现资源共享。力争用
3 年时间，基本建成覆盖各类设施与
仪器、统一规范、功能强大的专业
化、网络化管理服务体系，科研设施
与仪器开放共享制度、标准和机制更
加健全，建设布局更加合理，开放水
平显著提升，分散、重复、封闭、低
效等问题基本解决，资源利用率进一
步提高，充分释放服务潜能，为科技

创新和社会需求服务，为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提供有效支撑。

《意见》提出 6个方面的具体措施，
并明确了改革的组织实施和进度安
排，提出到 2015 年启动统一开放的科
研设施与仪器国家网络管理平台建
设；到 2016 年，所有符合条件的科研
设施与仪器纳入国家网络管理平台管
理；到 2017 年，对管理单位的科研设
施与仪器向社会开放情况进行评价考
核，并向社会公布评价考核结果。

（相关报道见五版）

国务院印发《意见》决定

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

本报北京 1 月 26 日讯 记者顾阳从
海关总署获悉：截至 2014 年年底，我国
跨境电子商务试点进出口额已突破 30
亿元。

近年来蓬勃发展的跨境电子商务已成
为推动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为支持这一
新型业态发展，海关总署不断改革通关监
管模式，从 2012 年开始选择条件成熟的
城市开展试点，通过试点建立了新型跨境
贸易电子商务监管模式。

统计显示，在出口方面，2013 年 7 月
至 2014 年 12 月底，上海、重庆等 16 个试
点城市先后开展跨境电商出口业务累计约
20.4 亿元人民币。同期，杭州、宁波等 7 个
城市先后开展了跨境电商进口业务，共验
放包裹 411万余件，价值约 10.1亿元。

据了解，2014 年海关总署开发了适
用于全国的统一版跨境电子商务出口通关
管理系统，并于当年 7 月 1 日在东莞率先
上线运行。该系统依托电子口岸平台，与
电商、物流、支付企业高效对接，便利电
商企业办理出口退税、结汇手续，提高通
关效率，减低企业成本。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张广志表示，上
述跨境电商出口通关统一版系统正在积极
推广。目前，广州、南京、沈阳、西安、
银川等地海关已经完成了统一版系统的部
署工作，并开展相关出口业务。同时，电
商企业与该系统的联网对接也正在加快，
目前大龙网、亿赞普、傲基等 50 余家企
业已经完成与电子口岸数据中心的联网对
接，并实现了数据交换。

跨境电子商务成外贸增长新动力
试点地区进出口额累计超30亿元

2014 年 11 月 14 日，中国人民解放
军医疗队赴利比里亚执行抗击埃博拉疫
情任务的专机，搭载着两台关键医疗辅
助设备——V300 型投影式红外血管显像
仪起飞。这两台仪器是全球首创的、可
同时识别血管位置和深度的“神器”，仪
器体积不大，能在救助过程中有效减轻
患者痛苦，提高救助效率，同时还为医
护人员自身安全防护构筑了一层“防护
网”。如此“神器”并非出自“名门”，
而 是 来 自 一 家 名 不 见 经 传 且 尚 在 “ 孵
化”的小微企业——中科微光医疗器械
技术有限公司。

在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
大院里，类似“中科微光”这样小而专精、小
而高新的高成长创新企业，已经形成了一
个“小巨人”群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鸟
巢”，那就是由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吸纳各类
资本共建的“中科创星”孵化器。

陕西是科教大省，拥有 100 多所高等
院校，上千家科研机构，110 多万科技人
员 ， 全 省 每 万 人 拥 有 科 技 活 动 人 员 55
人，比全国平均水平多 18 人。长期以
来，强大的科研力量大多“关在大院大墙
里”，从研发到生产，基本在一个闭循环
中运行，造成“中央”与“地方”，“军
工”与“民用”，科技与经济的分割状态。

“之前作为大院大所，西安光机所面
向的是国家重大需求，而现在要探索中央
科技资源支撑促进地方经济、军工科技资
源服务地方军民融合产业的新机制，面向
国民经济主战场。”“中科创星”孵化器运
营的负责人曹慧涛说，科研院所体制改革
为盘活沉睡的科技资源，拆除创新资源

“围墙”，促进院所科研优势由“墙内”向
“墙外”溢出提供了契机。

一年多前，中科院西安光机所资产管
理公司、西安中科光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与社会投资机构，共同发起创办了“中科
创星”孵化器，这是国内首家专业从事光
电信息领域高科技企业投资孵化的服务平
台；同时，他们出资 100万元成立西安中
科利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中科创
星”孵化器的运营。

在聚集了数千家高技术企业的西安高
新区，“中科创星”被称为 3.0 版本孵化
器。其不同于传统孵化器之处在于以创新
为本的服务升级。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

“中科创星”不仅为在孵企业提供创业培
训、贴身孵化、科研诊断等，还能够为孵
化项目提供财务、法务、人力资源、知识
产权等服务，即“人才+资本+技术+服
务”。技术支撑方面，中科院西安光机所
可以提供技术咨询；在投融资方面，西安
光机所先后联合西安高新区和民间资本发
起设立了西科天使基金、西科种子基金。
在企业初创阶段，可以提供种子基金及天

使基金进行股权投资扶持，待企业成长壮
大后再退出，这种“孵投联动”的投资机
制不但解决了高科技企业创建初期面临的
资金难、找投资难、产业化难问题，也为
运营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动力。

“中科创星”孵化器首席科技官、飞
秒光电科技 （西安） 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米磊说，初创企业就像一艘小船，
想要进入深水蓝海势必会遇到各种难以
预测的风险，而孵化器恰似补给舰，可
以为小船提供各类补给协助，有效降低
创业风险。“中科创星”打造的正是这种
独具特色的“舰队模式”和产业集群，
借助产学研一体化的优势和“产业+科
研”的双核引擎，对入驻企业不仅能提
供一站式、定制化的打包贴心服务，更
能享受到产学研一体化后带来的便利与
好处。

科研大院走出创新“小巨人”
本报记者 张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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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里答应办的
实事中，我最盼的就是
尽快通上自来水。”70
多岁的村民刘世凤去年
初就开始盯着政府发在
报纸上的承诺。刘老汉
住辽宁沈阳市康平县修
李村 40 多年，以前村
民都在自家院里打井，
由于井打得浅，水质不
好，又苦又涩。因为水
质问题，村民张秋荣家
全靠买桶装水过日子。

“一个月得买 10 多桶，
为了便宜一些，每次都
骑摩托车去城里买。”
张秋荣说，很多村民都
买桶装水，买水成了全
村人日常的大花销。

这 样 的 日 子 结 束
了。随着 2014 年沈阳
全面推进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这个被市民推举
为 最 大 的 民 生 实 事 给
232 个村屯、18.3 万人
口带来了清冽甘泉。1
月 6 日，康平县修李村
村民们拉起了“喝上甘
泉乐开花，民心工程人
人夸”的条幅，围着饮
水安全工程质量回访检
查的沈阳水务集团员工
唠个没完。

村 民 们 心 里 高
兴 ， 因 为 实 事 办 得
实 。 沈 阳 市 领 导 给 这

项民生工程下达“两个必须”的指令——必须超
前规划，避免工程刚运行就落后；必须克服重进
度轻质量的弊端。揣着这份厚重使命，施工设计
人员走遍 232 个村屯，挨户了解农民对农村饮水
工程的期盼和建议。一个设计理念前卫、贴近村
屯实际、承载百姓希望的规划破茧而出。水处理
工艺参照城市标准改进，真正实现了农村饮水标
准的城镇化。

村民们心里踏实，因为实事办得细。牤牛河村
庞艳秋曾担心施工队“糊弄”，“这回我仔细看了，
施工队用的都是优质管材，每眼井深都超过 60
米，打出的优质地下水还经过先进的水处理工艺，
咱有啥不放心的？”管线铺设怎么走，和村民协
商，甚至可以“私人订制”。工程干得怎么样由村
民说了算，有村民代表对施工质量表态签字才
算行。

刘廷海是一名一线施工指挥员，他告诉记者这
项民生工程克服了许多不为村民所知的困难：有的
地区缺水，有的地区水质不合格，有的地区地下岩
层坚硬，有的地区土质疏松容易坍塌，这些给打井
工作带来难度。为了打出最优质的地下水，返工是
常有的事。“因为我们干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和民
心检验的‘精品工程’、‘德政工程’。”刘廷海说。

这件实事延续到了今年，为了实现农村饮水安
全全覆盖，沈阳决定把这件实事办到底，对沈阳市
周边 7个县区 （市）、46个乡镇、143个村、364个
屯的饮水工程画个圆满句号，计划再投资 2.7 亿
元，受益人口还将增加 20.7万人。

清冽甘泉入村来

—
—沈阳全面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本报记者

孙潜彤

通讯员

彭跃东

内页点睛

小 村 大 事 15 年
16 版

山东省寿光市洛城街道东斟灌村 15 年来坚持

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充分尊重群众的自治权、自

主权，探索出了“自主议事、自治管理、自我服

务”的“三自”村级治理模式——

打造“双引擎”，关键在于“人努力”
9 版

经济增速放缓固然有内在的经济规律，但并不

意味着要任其发展下去，尊重经济规律的同时要发

挥主观能动性，努力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

主动“刹车”更须动力升级
林火灿

近日，不少省份陆续召开两会，并主动下

调了 GDP 目标增速。这一举动，引起社会

关注。

长期以来，GDP 被视为衡量经济发展快

慢的“硬指标”。在 GDP“指挥棒”的带动

下，许多省份把追求 GDP 增长的数量和速度

作为发展的第一要务。因此，各省份每年一般

会把 GDP 目标增速定得稍微高一些，或至少

与上年目标增速或实际增速持平。

为了实现 GDP 目标增速，许多地方在随

后一年的发展中，不得不“大干快上”，项目

投资规模越大越好，甚至不惜把大量的资金投

向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领域。这种 GDP 思维惯

性带来的严重后果是，造成大量的盲目投资，

加剧了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也使 GDP 离百姓

的生活越来越远。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不少省

份对 GDP 增速也有了更清醒的理解。主动

“刹车”下调目标增速，并非不要 GDP，而是

要为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腾出足够的空间和

时间，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增

长转向质量效率型增长，追求更高质量的经

济发展。

当然，要实现经济发展动力转换，仅靠

GDP 降速是不够的，还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 起 决 定 性 作 用 ， 须 加

快 实 施 创 新 驱 动 战 略 。

毕 竟 ， 引 擎 升 级 才 能 真

正 推 动 中 国 经 济 结 构 性

改革。

（相关报道见五版）

1 月 26 日，乘坐京沪高铁的乘客在北京南站上

车。据中国铁路总公司统计，2014 年京沪高铁运送

旅客超过 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过 29 万人次，比

上年同期增长 27%，日均高铁列车运行超过 250 列，

运营 3年首次实现盈利。 杨宝森摄（新华社发）

京沪高铁去年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运营 3年首现盈利

从承德看京津冀“生态一体化”之难
15 版

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生态应率先破题。为冲出

霾伏，京津冀加强了区域合作。但水环境方面的生

态一体化仍步履维艰，跨区域的生态补偿亟待向深

层次推进——

（（详见六版详见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