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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可以卷起来像圆珠笔
一样插进衣袋！这可不是科幻
影片里的镜头。2 月 27 日，在
风景优美的深圳大运软件小
镇，柔宇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刘自鸿展示了一款全球最轻薄
的 显 示 屏 ，厚 度 仅 约 0.01 毫
米，可自由卷曲伸缩。刘自鸿
介绍，该产品可直接用于智能
手机领域，公司已与一些世界
知名电子厂商展开合作洽谈，
真正到消费者手中的时间可能
会比很多人预测的要早。

观看展示的，是来自广东
21个地市分管科技工作的政府
部门负责同志。27 日，他们齐
聚深圳参加广东省科技创新大
会，为的就是学习借鉴深圳经
验，走出各具特色的创新路径。
当他们了解到，大运软件小镇通
过“国企+社区”的合作模式，将
原来产业低端、配套不全的旧工
业区改造成为了国家级高端软
件园区时，纷纷竖起大拇指。

新春伊始，广东省召开此
次全省科技创新大会的目的十
分明确：研究部署全省 21 个地
市如何抢抓机遇、错位发展、一
体联动，下好创新驱动发展“一
盘棋”。

放眼整个广东省，区域间
科技发展不协调状况一直存
在。此次大会公布的数据显
示，广东省 79%的生产总值、
86%的高校、94%的研发投入、
93%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90%以上的发明专利都集中在

“珠三角”地区。“推动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落地，十分重要的是
推动区域创新建设。只有让区
域自身的创新要素充分流动起
来，才能最大限度提高区域创

新的整体效能。”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强调。
如何下活这“一盘棋”？根据部署，广东区域创新建设

的重中之重，是“珠三角”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据介绍，中
央已经原则同意将“珠三角”列为国家级的自主创新示范
区。接下来，“珠三角”各市将立即行动起来，统筹推进科技
创新资源开放合作、自由流动、共建共享。

广州、深圳当仁不让，将发挥中心城市的创新引领作
用。深圳已先行一步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广州作为
华南地区科教重镇，集中了全省 77%的科研机构，根据部
署，广东将支持广州发挥集聚创新要素的优势，打造华南科
技创新中心，联合“珠三角”其他城市，以“1+7”方式整体申
报建立“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广州、深圳以外的“珠三角”7 市，则将围绕各自优势
“分好工”，实现错位发展。在珠江东岸，提升以电子信息为
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带发展；在珠江西岸，培育先进装备制造
产业带发展，共同推动“珠三角”现代产业体系的完善。

推动广东区域创新建设，难点则在创新资源匮乏、科技
基础薄弱的粤东西北地区。根据部署，广东将支持汕头、湛
江、韶关等粤东西北中心城市加快聚集创新资源，实施创新
项目，着力在工业转型、海洋经济、生态环保、现代农业等领
域向高端攀登，打造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极。同时，粤东西
北地区将更加主动地接受“珠三角”的创新辐射。

推动创新要素在二十一地市间充分流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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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下好区域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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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月 1日电 （记者

余晓洁 吴雨 徐硙） 3 月 1 日
起，京外的全国政协委员陆续抵京
并向大会报到，准备出席即将于3日
开幕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1 日 11 点 31 分，随着郑州东开
来的 G90 次列车正点驶入北京西

站，河南省的部分全国政协委员抵
京。12 时 26 分，西藏自治区的部
分全国政协委员搭乘 CA4107 次航
班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今天是星期天，春雪后的北京，
天空蓝，交通畅。记者在铁道大厦、
北京友谊宾馆、北京会议中心等驻

地看到，全国政协委员们有序报到。
未来 10 多天里，相聚在春天里

的全国政协委员们将履职尽责，为
深化改革献策，为民主民生鼓呼。

上图 3月1日11点31分，来自

河南的全国政协委员乘坐高铁抵达

北京西站。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全国政协委员陆续抵京报到

本报北京 3 月 1 日讯 国家统
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1 日
发布的数据显示，2 月份我国制造
业 和 非 制 造 业 采 购 经 理 指 数

（PMI） 分别比上月回升 0.1 和 0.2
个百分点，达到 49.9%和 53.9%。

从历史数据观察，春节当月制
造业 PMI大多回落，但 2月 PMI微
升 0.1 个百分点至 49.9%，结束了
此前连续 4 个月的下行走势，表明
制造业收缩幅度收窄。

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
业 PMI 的 5 个分类指数中，当月
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高于 50%
的临界点，从业人员指数、供应
商配送时间指数和原材料库存指
数低于临界点。其中，新订单指
数 为 50.4% ， 比 上 月 上 升 0.2 个
百分点，是去年 8 月以来的首次
回升。

（详细报道见十一版）

2 月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 PMI 小幅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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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天，我们再次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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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羊年新春，经济日报社 70 余名记者，再次踏上

“新春走基层”的路途。他们深入基层、走进一线，在火

热的生活中感受中国脉动，描摹时代底色。

为重大改革鼓与呼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

会议即将隆重召开。2014年，活跃在各个岗位上的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听民声、纳民言、集民智、聚民意，在
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认真履职。他们带着这一年
来的履职感受和形成的议案、提案，聚首全国两会，准
备在会上为改革发展建言献策。

（详见五版）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习近平总书记在羊年的第一场重要会议

上说的一句话，迎来一片点赞。

执政者所思也正是民之所望。每年

全国两会召开之前，各大网站都会征集

热门话题。毫无悬念的是，每次上榜并

居前的都有民生主题，今年也不例外。

《经济日报》 近日派出记者赴河北、天

津、陕西、上海等地，就今年两会话题

做了个小型调查，企业效益更好、天更

蓝水更绿、让养老金更公平合理、薪资

调整早“落子”、多一些惠民医改等，从

生产到生活，百姓的期盼质朴而实际。

还记得去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

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的承诺——“政府

工作的根本目的，是让全体人民过上好日

子”；“决不能一边高楼林立，一边棚户连

片”；“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

污染宣战”；“用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

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坚决治理餐桌上的

污染，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一年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

济社会形势，面对经济下行压力，面对

财政收入增幅的放缓，党中央国务院坚

持底线思维，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

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众生活，政府可以过

紧日子，但对百姓的承诺不能不履行。

2014 年我们得到的实惠“数”得

着——看物价，与 7.4%的经济增速相

比，全年物价水平上涨 2%，涨幅较低，

百姓手上的票子没有“毛”；看就业，城

镇新增就业 1322 万人，超额完成 1000 万

人的任务；看收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 10.1%，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 8.0%，比人均 GDP 增速

高 1.2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2.4 个百分点；

看社保，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人数比上年末增加 1897 万人，参

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增加 357

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增加 2702

万人，农村贫困人口比上年减少 1232 万

人；看养老，养老金双轨制正式废除，

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迎来“11 连涨”，

年末养老床位达到 551.4 万张；看治污，

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90.2%，城市建成

区绿地率达到 35.9%。

不仅要“数”得着，还得有“获得

感”。比如，简政放权持续给力，扶持创

业的举措实实在在；比如，“史上最严”

环保法开始实施，对污染零容忍；比

如，新农合跨省就医费用核查和结算开

始试点，新农合标准总体提高，全民医

保就在眼前；再比如，扩大公共产品和

公共服务供给，发展中西部铁路，加大

保障房供应等，既能拉动经济增长，也

能改善民生。正如一位网友的留言，“人

民的获得感是非常诚朴的。只要让子女

受到良好的教育，有个稳定的环境好做

生意，喝着干净的水，呼吸着干净的空

气。就是这么简单！”

“获得感”就像一杆标尺，衡量着

人民群众的生活，衡量着改革举措的成

效，也衡量着政府的种种努力。实践证

明，想要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就

得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改革的导向和动

力，不断织密社会保障网，就得发挥人

民群众的聪明才智，让人民群众成为社

会发展进步的推动者、参与者、受益者。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全

国两会召开在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们有理由

期盼，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

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

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

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

织密“保障网”增强“获得感”
陈学慧

万众瞩目的全国两会即将召开，对中国经济发展
前景的判断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如，在经
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大
背景下，如何看待增长减速的内外因？增长潜力到底
有多大？如何挖掘潜力稳增长？带着这些有讨论、也
有争议的热点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第十二届全国政
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

客观看待增长减速内外因

林毅夫委员认为，要分析中国持续发展的前景，不
能只看中国内部，更要放眼世界。因为在 2010年时中
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2013 年时取代美国
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因此要回答这个问题，必
须从整个国际经济的形势开始作为切入点来分析。目
前总的来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仍然占全世界
经济的半壁江山，这些国家经济普遍尚未从 2008年的
国际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的
下行压力。

林毅夫委员说，对症才能下药。首先不可回避的
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确实存在体制、机制方面的
问题。但是对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应该说很
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国际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造成
的。“我查了一下世界银行最近公布的数据，无论是全
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都比去年的预
测有所下调。”林毅夫委员说，“这是一个世界各国共同
的趋势，只有国际周期性的原因可以解释。”

最新发布的 2014年国民经济统计公报显示，去年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4%。对这个数字，林毅
夫委员认为，与以往的高速增长相比，尽管增速略有放
缓，但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仍是最高的。而且，我国高
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很快，消费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也比较高，因此我国的经济表现还是比较好的，
亮点也比较多。

林毅夫委员提出，我们应客观看待增长减速内外
因，一方面要继续深化改革，另一方面还要对这种外
部性的周期性下滑采取稳增长的措施。作为一个发
展中国家，在新常态下保持一个中高速增长对我国
来讲既有可能而且也是必要的，否则不但减缓跟发
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缩小，甚至影响到党的十八大提
出的到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目标的实现，而且在就业、金融、财政
等方面也会出现问题。

新常态下实现“双中高”是有条件、有可能的

林毅夫委员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模式变
化、新型投资机会涌现、低成本比较优势转化等9个方面
阐述了新常态的特征，同时对新常态下消费、投资和出口
这“三驾马车”给出了新的任务。 （下转第三版）

中国经济仍有巨大发展潜力
——访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

本报记者 赵登华

两会特别报道

期 盼 改 革 再 爬 坡
会场之外，百姓也期盼着改革多涉过几座险滩、多

啃下些硬骨头，期盼着经济发展能迎来更多机遇。农
村“沉睡的资本”如何活起来？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怎样
落地？财税体制改革还有哪些亮点？他们希望能从两
会上听到更多改革的声音，也盼望两会上能有更多有
益于改革和发展的新部署、新思路。

（详见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