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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 4 月 13 日电 记者王金虎报道：记
者今天从山东省推进工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新闻
发布会上了解到，山东研究提出推进工业转型升
级的“543”框架，即 5 项推进原则、4 大奋斗目标、
3条实施路径。

根据今天发布的《山东省推进工业转型升级
行动计划（2015—2020 年）》，5 项推进原则，主要
体现为“5 个发展”，即内涵发展、融合发展、集聚
发展、绿色发展和转型发展。在目标设置上，山东
将坚持规模和质量相统筹，工业和社会相统一的
原则，分 2017 年和 2020 年两个阶段，提出 4 大奋
斗目标，其中明确提出山东工业要总量继续领先，
到 2020 年，争取以不超过 30%的新增土地、40%
的新增能耗和 50%的新增物耗，实现工业增加
值、主营业务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以上，工业保
持中高速增长，继续位居全国前列，成为中国工业
经济重要增长极。

其他目标还包括：结构明显优化，到 2020年，
全省基本形成以新兴产业为先导、以高端装备产
业为支撑，以原材料深加工产业为保障，以现代消
费产业为亮点，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发展的现代工
业体系；质效持续提升，工业在扩大就业、增加收
入和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工业化
与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实现齐头并进、良
性互动、融合发展；生态加快改善，到 2017 年，万
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到 0.91 吨标煤，工业烟

（粉）尘排放总量比 2013 年下降 25%，工业挥发性
有机物排放总量比 2013 年下降 15%，到 2020 年，
这 3项指标分别达到 0.80吨标煤、40%和 20%。

据介绍，目前山东省工业中，有些先进产业
有了一定基础，但规模偏小，还未成为替代性产
业；有的产业总量已经很庞大且有一定竞争优
势，但层次不高，需要提升产业价值；有的产能
效益不高，需要缩减规模甚至舍弃。按照有所为
有所不为、进退并转的思路，行动计划提出 3 大
发展路径：壮大做强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改造
提升一批传统优势产业，对造纸、食品、纺织、
服装、家电、家具、汽车、工程机械、船舶、农
机等基础扎实的传统优势行业，以控制总量、优
化结构、完善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为主攻方向，
进一步巩固扩大竞争优势；整合退出一批低效落
后产能，对这些产业主要以提高市场竞争力为主
攻方向，综合运用经济、技术和法律手段，削减
总量，优化存量，提高产能利用率，同时为先进
产能腾出发展空间。

今后一个时期，山东还将重点培植发展高端
装备制造、现代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
4 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造纸、食品、纺织等 18 个
传统优势行业，化解淘汰轻工、纺织、机械等 6 个
领域低效落后产能。

增新兴产业 减落后产能

山东工业转型
瞄准“绿色倍增”

“每人每天进出购物可免税 8000元，
享受优惠的税收政策。”新疆中哈霍尔果斯
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中免商场里，人流如
织。总经理曾宇介绍说，购物者大多为中
哈两国经商人员。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
合作中心是中哈两国共同建立的全球首个
跨境经济贸易区。商贸繁荣的背后，是新
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迅速推
进，是“一带一路”的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和新疆一样，
全国各地都在以巨大的热情，积极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如何对接“一带一路”，
谋划相关项目投资与对外合作，已成地方
政府当前工作的重点。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是发展的

“路线图”。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
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
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
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
—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
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
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在这个大
坐标下，各地需要清晰定位，打开发展的
新空间。“一带一路”串联起一盏盏发展的
明灯，照亮区域深化合作的路径。

新疆被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
区”，福建则被定位为“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核心区”。目前，新疆正在加快落实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实施意见和
行动计划，切实抓好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和储备，加快喀什和霍尔果斯经济开发
区、中哈霍尔果斯边境经济合作中心、阿
拉山口和喀什综合保税区建设等。福建
则推进第一批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
项目建设，抓好中国—东盟海洋合作中
心、东盟渔船检验中心建设；推进现代海
洋渔业出口养殖基地建设。福建自贸区

挂牌在即，利好叠加，海上丝路核心区建
设与自贸区建设相对接，有望成为福建海
洋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一带一路”是发展的“助推器”。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
先领域。对接“一带一路”，基建投资是重
点，项目对接是抓手。

在西北板块，兰州、西宁开发开放日
新月异；宁夏推进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
建设，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
道、商贸物流枢纽。在东北板块，东北 6
海关通关一体化 5 月初将启动，这无疑将
有利于推动东北开放性经济新发展和“一
带一路”战略的落实。

在西南板块，广西加快北部湾经济区
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放发展，构建面向
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云南省将开工一
批投资强度大、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立
足于云南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对南亚东
南亚的辐射，加强与周边国家交通基础设
施和运输体系的对接与沟通。

在沿海与港澳台板块中，上海与广州

扮演“排头兵”角色。浙江要打造海洋经
济发展示范区，海南则继续围绕国际旅游
岛做文章。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
琴、福建平潭将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
粤港澳大湾区。

在内陆板块，依托长江中游城市群、
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
群、哈长城市群等 5 大城市群建设，重庆
打造西部开发开放重要支撑的宏图正徐
徐展开。湖北、江西、河南等省建立中欧
通道铁路运输、口岸通关协调机制，打造

“中欧班列”品牌，建设沟通境内外、连接
东中西的运输通道，正如火如荼。

“一带一路”是中国企业对外合作的“催
化剂”。陕西省提出，搞好陕韩产业合作园
区、中俄丝绸之路高科技产业园区和中国—
中亚经济合作园区建设，加强与中亚国家和
澳大利亚等国在资源勘探、开发领域的合
作，鼓励装备制造、航空、汽车、电子信息领
域骨干企业与外商共建产业园区。

2015 年，“一带一路”，带着光荣与梦
想扬帆远航。

对接“一带一路”开拓发展新空间
本报记者 祝惠春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意见共有21条，从加强社会
治安防控网建设、提高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科技水平、完善社会治安防控运行机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工作格局等5大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 （《意见》全文见三版）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一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

下降6%，单纯从数字看，当前外贸稳增

长确实存在着一定压力，但我们也应该

看到，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发展的质量、

效益均有所改善，“一带一路”、自贸区

及跨境电商等新引擎已开始发力，外贸

发展进入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期。

转型升级，必然要经历种种阵痛，

特别是在外部需求不振、国内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这种阵痛可能

持续的时间会更长、频率会更高。但

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加快调结构、

转方式步伐，在增长动力的转换中抢

抓时机，就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培

育出外贸发展的新优势。

实现外贸“优进优出”的发展要求，

需要我们继续向改革要发展、向结构调

整要动力。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一系列

扶持外贸发展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要

继续推进简政放权，加大体制机制改革

力度，加快拆除阻碍外贸发展的藩篱，形

成推动外贸稳定增长的合力。

当前，我国外贸稳增长的有利条件

正不断增加，特别是作为载体的“一带

一路”、自贸区建设，将加快实现贸易新

区域的拓展，有效缓解我国的外需压

力。不过，中国外贸的根本出路还在于

中国制造的技术含量以及由此形成的

竞争力，未来，中国外贸需以新的优势

在全球价值链的竞争中赢得主动。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转型升级、结

构调整还是外贸新优势的培育，都需要

一定的时间和耐心，我们不必急于求成。

合 力 推 动 外 贸 稳 增 长
顾 阳

“小灰窑该不该拆？”
“该拆。”
“取缔任务能不能完成？”
“能完成。”
“老百姓也很难啊！”
“缓上一个月吧，让群众把

石灰卖掉再拆。”
这是不久前发生在河北武

安，一位市长与一位镇党委书
记的对话。真实的一幕并不是
特例，东部沿海有过，中部、西
部也正在发生。发展的迫切与
转型的紧迫交织在一起，这正
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表象
之一。

一方面，发展是硬道理。这是不容置疑的。以往我
们说“落后就会挨打”，其道理是一样的。没有发展，没有
财富的积累，百姓的收入从哪里来？政府哪来的钱更好
地改善民生？没有发展，没有经济实力做后盾，在国际上
哪来的话语权？如何能成为规则制定者？

另一方面，原有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我
们要发展，但我们也要蓝天碧水，也要资源友好，我们要
的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要的是比较充分就
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为支撑
的发展。

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在中国经济新常态
下，发展的内涵更加丰富了。内涵何在？体现在 4 个方
面，一是经济发展速度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二是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
率型集约增长；三是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
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四是经济发展动力
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也就是说，我们曾经
很熟悉的两位数的增速，不会再有了；我们曾经很熟悉
的靠加大投资拉动 GDP，不那么有效了；我们曾经惯
用的靠优惠政策招商引资，行不通了；我们曾经惯用的
靠卖地增加财政收入，也行不通了。就是一句话，经济
发展“不能那么任性了”。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发展
面临“三期叠加”矛盾，处在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时
期。在这个关键时期，既要发展又不能“任性”发展，怎么
办？发展不任性，只能靠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
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
是谋未来。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关键是要
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这就是说，创新不能仅仅
是发表论文、申请专利，而是要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
上，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变成有质量有
效益的经济发展。

有质量有效益的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不要一定的
速度。在我们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也要避免两种
倾向。一种倾向是未富先骄。有人说，中国已经是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是不是可以“歇歇
脚”了？是不是不用那么迫切发展了？还有一种倾向是
数量至上。有人以为经济发展就是财富的增减，是简单
的重复。经济发展速度高一点，就觉得形势很好，而经济
发展速度慢一些，就感到形势很糟。前者忽略了国情而
沾沾自喜，后者不懂经济规律而不知所措。我们不能忘
记的是，我国人均 GDP 排在世界 80 位以后，而农村贫困
人口还在 7000 万左右。在经济新常态下，发展任重道
远，时不我待。

硬道理

新内涵

—
—新常态下话发展

本报记者

陈学慧

编者按 新常态是我国

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后出

现的阶段性特征。当前，新

常态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但在对新常态的认识上，也

还存在着一些误区。比如，

有的把新常态当作“筐”，什

么东西都往里装；有的把新

常态片面理解为低速度、缓

增长；还有人把新常态当成

无所作为的“挡箭牌”，作为

懒政、怠政的借口。要适应

和引领新常态，首先要科学

认识新常态。从今天起，本

报推出系列述评，从发展、速

度、调控、投资、经营、风险、

心态等方面入手，谈谈如何

把握好新常态的特征和内

涵，敬请关注。

本报北京 4 月 13 日讯 海关
总署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季度，我
国进出口总值 5.54 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 6%。其中，出口 3.15 万
亿元，增长 4.9%；进口 2.39 万亿元，
下降 17.3%；贸易顺差 7553.3 亿元，
扩大 6.1倍。

海关数据显示，3 月份，我国进
出口总值 1.76 万亿元人民币，较去
年同期下降 13.5%。经季节调整法
调整，消除春节假期因素后，3 月份
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 15.9%。其
中 ，出 口 下 降 4.4% ；进 口 下 降
25.1%。

一 季 度 ，我 国 出 口 机 电 产 品
1.82 万亿元，增长 6.4%，占我国外
贸出口总值的 57.7%。纺织品、服
装等 7 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合计出
口 6291.6 亿元，增长 6.1%，占我国
外贸出口总值的 20%。同时，运输
工具、手机和金属加工机床等高端
制造产品出口增速都在 20%以上。

进口方面，一季度，我国主要大
宗商品进口量保持增加，但进口价
格总体下跌 9.8%。

（更多报道见五版）

一季度进出口总值 5.54 万亿元
出口 3.15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内页点睛

世界银行看好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增长——

预计中国未来两年增长在 7%左右
世界银行日前发布《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称，

预计东亚发展中经济体2015年和2016年经济增长将达到

6.7%，认为改革可以提升东亚的竞争力，帮助该地区保持世

界经济增长引擎的地位。世行同时认为，中国未来两年增长

预计将温和放缓至7%左右。 （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