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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售菜 菜金不少

◎ 创新型企业TOP20中，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上榜

◎ 44%的受访中国企业认为自身采取的是需求搜寻者战略

◎ 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正在迅速提升，不再被贴上“山寨”标签

精准的个性化服务、强

劲的创新能力、广阔的市场

前景，再加上在服务“互联

网+”、“中国制造2025”等

国家战略以及共建“一带

一路”中大有可为的空

间，让软件产业有了进一

步做大做强的动力，也有

了在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中

大展身手的可能——

本报北京 5 月 27 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国家统
计局今天发布了 2014 年平均工资主要数据。数据显
示，2014 年，全国非私营单位比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
平均工资高 19949 元。此外，私营单位平均工资增速
快于非私营单位，全部调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为 49969元。

数据显示，2014 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
人员年平均工资 56339 元，同比名义增长 9.4%，扣
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7.1%；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
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36390 元，同比名义增长 11.3%，
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9.0%。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冯乃林分析
说，2014 年，我国国民经济在新常态下保持平稳运
行，全国有 19 个地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
为 14.1%；23个地区制定了工资指导线，工资增长基
准线普遍在 12.4%左右，这些政策措施也为工资水平
继续增长奠定了基础。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不同岗位工资情况的调查，行
业间平均工资差距仍然突出。2014 年，城镇非私营单
位首次有两个行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突破 10 万元，
分别是金融业、信息传输（包括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平均工资分别为 108273元和 100797元。

为何不少人会有工资低于平均水平的感觉？冯乃
林表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各类平均工资数据反映的
是全国或某一类单位、某个行业的平均水平。由于工
资分布是典型的偏态分布，即少数人工资水平较高，
多数人工资水平较低，所以多数人的工资水平会低于
平均工资。

去年工资主要数据发布

调查单位人均工资近5万元

连 日 来 ，北 京 开 启“ 烧 烤 ”模 式 ，气 温 一 度 达
35℃。晴好天气之下，空气质量却并不乐观，这次罪
魁祸首不是“惯犯”PM2.5，而是臭氧污染。5 月 27 日 16
时，北京多地臭氧浓度超 200微克/立方米。

“按照标准，一个小时内臭氧平均值如超过 200
微克/立方米，就算超过二级标准。综合看最近几天
的污染情况，北京一些地区的臭氧浓度甚至超过 370
微克/立方米，这已非常严重了。”中国气象科学研究
院大气成分研究所副所长徐晓斌说。除北京外，近
日，长江三角洲、华中黄淮乃至辽宁中南部地区等都
有严重污染，且主要污染物均为臭氧。

按照常理，臭氧可以保护人类皮肤不受紫外线伤
害，可为什么“保护伞”变成了破坏者？徐晓斌表
示，在大气的平流层有高浓度臭氧，有了它，地面的
生物才不会受到太阳的强紫外线伤害。但在对流层尤
其是近地面，人体直接接触臭氧则是有害的，严重者
甚至会死亡。

“臭氧是一种强氧化剂，如果浓度达到一定程
度，会对人体产生明显伤害。但是它并不是人为活动
直接排放的，而是空气里的两种其他污染物经过光化
学反应形成的二次污染物。”徐晓斌说。

这两种对臭氧形成的“帮凶”，一种是氮氧化物，
其本身也是一种污染物；另一种就是烯烃、芳香烃等
挥发性有机物。而这两种物质主要来源于汽车尾气、
火力发电厂、油品挥发等。

可汽车污染、油品挥发等早就存在，为何臭氧污
染集中爆发？“天气条件是最直接的导火索。”徐晓斌
说。从近日天气来看，温度相对高，空气流动差，日
光照射强，基本无云，气流的下沉使得污染物迅速累
积，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形成臭氧污染。

臭氧污染会刺激人的呼吸道，造成咽喉肿痛、胸
闷咳嗽、引发支气管炎和肺气肿。此外，臭氧还会刺
激人眼，造成流泪，刺激神经系统，出现头晕头痛等
症状，特别是体质敏感人群需要多加注意。

专家表示，一般情况下，臭氧的最高浓度出现在
下午 2 点前后，但是近日臭氧峰值出现在下午 4 点到
5 点，因此公众应该避免在这个时间点外出，白天尽
量在室内活动，这是抵御臭氧污染的有效方法。

臭 氧 污 染 肆 虐 多 地
白天应尽量避免户外活动

本报记者 杜 芳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 （以
下简称“软博会”） 5 月 27 日在北京开
幕。超过 600 家国内软件厂商全面展示
了软件产业支撑服务“互联网+”、“中
国制造 2025”、“一带一路”等取得的新
成果。

作为行业最高规格的展会，今年
“软博会”的主题“软件定义世界，两化
深度融合”正是软件行业助推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的鲜明写照。在开幕式上，工
信部部长苗圩表示，软件是信息通信产
业的核心与灵魂，是提升国家信息化水
平、支撑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和促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力量。2014 年，
软 件 业 务 收 入 3.7 万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0.2%；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占软件业务
收入比重超过 50%。

专家表示，随着更多软件新技术、
新产品、新服务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
软件业正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基础性、
先导性和战略性作用。

贴身服务直击痛点

浙江杭州康帕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
家从事电脑销售的中小企业，其 CEO 史
楠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此前最让他
头疼的事就是“出差回来，各种请假、
报销审批单一大摞”。如今，这些流程都
可通过一款叫“钉钉”的软件在手机上
轻松完成。“钉钉”负责人陈航表示，这
一产品是他们调研了上千家中小企业的
迫切需求后研发出来的。“我们希望能用

软件服务为中小企业带来高效能。”
康帕斯和“钉钉”的故事，其实反

映的是“互联网+”大背景下，软件企
业从单纯产品提供商向服务商的转型。
如同消费互联网对普通网民“无微不
至”一样，过去诸多很难得到精准解决
的痛点，在贴心服务中不断得到解决。
数字显示，软件产业服务化趋势明显，
2014 年，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占软件业务
总收入比重超过 50%，与传统软件产品
17.6%的增长速度相比，数据处理和存
储类服务 2014 年增长速度分别达到了
22.5%和 22.1%。

5 月 26 日，工信部软件服务业司司
长陈伟就表示，软件架构正在出现颠覆
性的变革，变革的方向是如何更好地面
向服务、面向应用。软件正在对生产模
式和组织形式带来明显变化，如产业互
联网和工业互联网，也在对经济社会生
活各个领域的业务系统进行重新定义。

软件厂商在拓展服务范围，贴近用
户需求上，找到了两个突破口。一是

“钉钉”们折射的移动互联网思维，但其
主要针对中小企业。对于大企业而言，
云则成为软件转型服务的另一突破口。
浪潮集团执行总裁王兴山告诉 《经济日
报》 记者，“混合云”是今年浪潮发力的
重点。“当下，企业不再是封闭的。要将
企业、供应商、客户等生态链中的所有
成员连为一体，公有云是重要选择。但
与此同时，私有云在安全可控等方面仍
有不可取代的优势。如何才能满足更多
客户需求？软件企业就要探索同时支持

私有云、公有云的混合云部署模式。”
不过，这些还不是软件企业为深度

“两化”融合提供的全部。工信部电子一
所软件与信息服务研究部主任李德升在
软博会上表示，软件企业未来的服务趋
势，将是加快制造业转型，通过大数据
等新兴信息技术加速制造业智能化。

创新能力稳步提升

李德升提供的两组数字让人印象深
刻。“ 《中国 IT 产业发展报告》 显示，
我国 IT 产业辐射指数从 2010 年的 41.8
提升至 2014年的 50.1，软件产业在‘两
化’深度融合、智能制造、精准农业和
金融领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支撑作用，
与此对照的是，软件产业创新指数也从
2010年的 53.3上升到 2014年的 62.2。”

如果说“中国制造 2025”等国家重
大战略的出台，为软件企业服务传统产
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那么，真正
让市场变成现实蛋糕的，则是软件产业
不断增强的自主创新能力。数据显示，
2014 年，我国软件著作权登记数量首次
突破 20万件大关，达 21.8万件，同比增
长 33.12%，上升趋势非常明显。这意味
着我国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竞争
实力稳步增长。

软件企业的创新能力来自于资本市
场的活跃。以北京为例，北京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软件处潘登介绍，2014 年
北京软件行业投融资案例共计 447 起，
是 2013 年的 4.2 倍，投融资规模达 213

亿美元。“同时，软件企业获得的 AB 轮
融 资 占 比 从 2013 年 的 23.1% 攀 升 至
42%。”潘登说。

在更多业内人士看来，中国软件
企业的创新能力还来自于模式创新和
人才红利。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金
融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陈静在软博会互
联网金融技术创新论坛上表示，互联
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其中一大突破
就是利用互联网交易数据，建立起了
中小企业的信用诚信评价体系。猎豹
移动 CEO 傅盛则表达得更加直白：“我
们 基 于 移 动 互 联 网 的 免 费 软 件 模 式 ，
在体验和功能上，都领先于国外厂商
的收费模式。在人才方面，中国软件
企业可以在一年内雇 1000 个工程师，
而硅谷只有超级公司才有能力做到这
一点，软件的下一个阶段将是‘中国
创造’。”傅盛的话并非“狂言”，财报
显示，猎豹一季度移动收入同比增长
584%，达 3.7 亿元，71%的用户来自以
欧美为主的海外市场。

来自行业主管部门的声音，进一步
释放出支持软件企业创新的积极信号。
苗圩表示，工信部将大力推进自主创
新。瞄准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发挥大
国大市场优势，鼓励支持软件企业和工
业企业跨界融合、协同创新，力争在基
础软件等重点领域突破一批核心技术。
推动软件公共服务平台、创客空间、创
新工厂互补，创建一批专业化、网络化
的“众创空间”，激发中小微企业创业创
新活力。

第十九届软博会上，600 多家厂商展示其服务能力——

打造经济升级版 软件业成硬支撑
本报记者 陈 静 黄 鑫 实习生 陈振强

由科技部、国资委、全国总工会支持编
撰出版的系列年度报告——《中国创新型企
业发展报告 2013-2014》（以下简称《报
告》）日前正式出版发布。5月27日，中国创
新型企业发展报告编写研究组组长、中国科
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东和报告专家
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副理事长李新男解读报告并指出我国创新
型企业已发生三大显著变化。

创新企业更趋多元

刘东告诉《经济日报》记者，《报告》依
据采集的 2012 年创新型企业数据，对国
家级创新型企业的年度技术创新依存度
指数进行测算，推出了此次创新型企业
TOP100榜单。

研究人员将此次 TOP20 企业和与
2012 年度进行比较，发现了一些新趋势。
一是TOP20企业变化较大，表明在激烈市
场竞争环境中，正在涌现出更多优秀创新
型企业；二是华为、中兴通讯、广东威视、中
信重工、联想、海信等一批优秀的创新型企
业继续留在TOP20，体现这些优秀企业抵

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强；三是越来越多的
大中型民营企业进入TOP20，显示创新型
企业群体更加多元化。

据刘东介绍，在前几年的 TOP20 榜
单中，几乎全是国字头的大中型企业。
这些企业创新投入大，研发条件好。但
毋庸讳言，当这种模式的创新发展到一
定程度时，受到的约束也会加大。此时，
民企则会显现出机制更活、效率更高的
优势。

李新男分析认为，国有大中型企业
创新基础固然好，但在某个时段中，可能
主要是靠规模、市场来支撑，依靠创新的
动力不足。如果民营企业不断增加创新
投入，加大研发力度，对创新的依存度就
会在某些时候超过前者，体现在榜单上
就是其排名会靠前。

向需求搜寻者转型

据介绍，创新型企业可分为 3 类，一

是需求搜寻者，即率先采取行动，着重
开发新产品；二是市场阅读者，即较晚
采取行动，着重在对现有产品进行持续
改进；三是技术推动者，即采用新的技
术，追求突破并进行持续改进，但与客
户的直接交流较少。尽管这 3 种创新战
略都能实现巨大成功，但研究显示，长
期而言，需求搜寻者的盈利能力和企业
价值始终高于后面两种。当然，其实现
难度也更大。

“在 3 类创新战略中，传统观点认为
中国企业多为市场阅读者。但调查发现，
中国企业中需求搜寻者的比例更高，44%
的受访中国企业认为自己采取的是需求
搜寻者战略。”刘东说。

“从阅读市场到搜寻需求的转变，说
明了创新已经真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内生
动力。”李新男说，“很多国有企业会主
动组织专家设计自身研发体系。一个特
别有趣的现象是，过去做一次软科学咨
询、企业诊断等，企业一般只愿出 10 万
元、20 万元，而现在一出手便是上百万

元。这说明，企业都在非常下功夫地研
究创新体系，合理配置创新资源。” 李
新男说。

国际认同度显著提升

《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在创新投入和
产出方面有越来越良好的表现，企业作为
研发投入和专利创造主体的地位已经确
立，企业的研发设施条件明显改善，这为
中国企业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创新
驱动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种发展变化让国际社会对我国创
新企业的认同度显著提升。《报告》中引用
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很多跨国企业高管心
目中，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正在迅速提
升，不再被贴上“山寨”标签。“在非中国企
业中，约 64%的受访者表示，部分中国企
业的创新实力与自己所在的公司持平或
更强。相比之下，2012 年的首次调查中
仅有 48%的非中国企业受访者持这一观
点。”刘东说。

跨国企业将这种认同落实到了行动
上，不断加大在华创新力度。报告显示，
66%的企业在中国进行研发以满足全球
市场需求，去年的比例则是 51%；25%受
访者指出其在华研发的附加值高于其他
地区。未来 10 年，将有越来越多的跨国
企业在中国开展全球化创新。

《中国创新型企业发展报告 2013-2014》亮相——

创 新 型 企 业 迎 来 蝶 变
本报记者 董碧娟

5月27日，顾客购买蔬菜后离开“无人售菜亭”。近日，

山东即墨市家苑蔬菜种植合作社设立了“无人售菜亭”。开

业一个月，菜金如数收回。 梁孝鹏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