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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南宁，首先是这座城市
的“特”与“奇”。说其“特”，是这
座祖国南疆少数民族城市随处可
见的“东盟元素”。穿行在林荫大
道上，中国—东盟“10+1”国家的
国旗雕塑依次置于绿化带中，洋
溢着浓郁的开放气息。登上市中
心的 5A 级风景区——青秀山，
山上中国—东盟友谊园里“10+
1”国家的图腾柱挺立在绿树之
中，11 国青年种下的友谊林生机
盎然。友谊园的中心草坪像一个
鸡蛋，寓意中国—东盟的友谊在
这里诞生。

东盟元素，是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建设和中国—东盟博览
会举办等重大区域合作事件给南
宁市留下的印记。在青秀山附
近，以市花朱槿花为造型的南宁
国际会展中心，从 2004年开始举
办了 11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见
证了中国—东盟合作从“黄金十
年”迈向“钻石十年”。

前 11 届博览会共有 57 位中
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2300 位部
长级贵宾出席，共有 45.4 万名客
商参会，展示了中国和东盟各国
的商机，产生了中马“两国双园”、
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等一大批
合作项目。在这里达成了《南宁
共识》、《南宁联合宣言》、《南宁倡
议》等多项合作成果，建立了中国
—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中国
—东盟技术转移中心、中国—东
盟企业家联合会、中国—东盟青
年联谊会、中国—东盟教育培训
中心等一批合作机制，形成了中
国—东盟合作的“南宁渠道”。

“南宁渠道”辐射和促进了中
国—东盟的合作交流，也使南宁
市从神经末梢向区域中枢转变，
加快迈向区域性国际城市。

在青秀山附近的凤岭南东盟
领事馆区，一座座有东南亚特色
的建筑吸引着路人的目光，那是
6 个东盟国家的总领事馆。这里
还有东盟十国和日韩港澳商务联
络处。受益于“南宁渠道”，截至
2014 年底，东盟国家共有 77 家
企 业 在 南 宁 投 资 ，投 资 总 额 达
108556 万美元。“南宁渠道”开始
展示出海上丝绸之路的远大前景
和奇特魅力。

说其“奇”，是这座优美的边
疆城市，并不是封闭的城市，而是
不断发挥后发优势，在与东盟合
作进程中华丽转身，迸发着无穷
的发展活力。

市长周红波就此阐述南宁市
的思路，一是进一步拓宽“南宁渠
道”，推动交通、信息、贸易等方面
的互联互通，积极打造“平台经
济”、“通道经济”，建设“一带一
路”战略的重要节点城市。二是
继续扩大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投
资往来。三是进一步提升“南宁
服务”，打响生态、宜居的城市品
牌，更好地服务中国—东盟合作

“南宁渠道”的建设。
“一带一路”战略为“南宁渠

道”注入了超常发展的活力。南
宁保税物流中心的“无水港”封关
运营以来，成为辐射西南、中南地
区和东盟各国的“晶核”，保税业
务量、货物总重量、总货值分别年
均 增 长 约 65%、30%、65%。 在

《经 济 日 报》 记 者 采 访 的 前 两
天，这里挂上了中国—东盟 （南
宁） 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的牌
子。 （下转第二版）

“南宁渠道”畅通东盟
本报记者 孙世芳 童 政 齐 慧

本报讯 记者王璐报道：今年以
来，在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复杂环境
下，金融改革不断推进，通过盘活存
量、用好增量等方式提高资金效率，为
实体经济注入了更多发展动力。

从货币政策来看，截至 2015 年 3
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余额同比
增长 11.6%；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
长 14.0%，比年初增加 3.68 万亿元，同
比多增 6018 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同比增长 12.9%。今年以来，除了多
次降准、降息，《存款保险条例》和《大
额存单管理暂行办法》陆续出台，这些
都将源源不断为经济“输血”。

从资本市场来看，完善市场和打
击违规双管齐下。《香港互认基金管理
暂行规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
理办法》相继出台，“2015 证监法网专
项执法行动”开展，交易市场更开放、
工具更丰富、风控更严格，这也是我国
资本市场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

从银行业来看，支持实体经济并
实 现 自 身 发 展 的 循 环 基 本 形 成 。
2015 年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
机构境内外本外币资产总额为 17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07%。银行业
对经济社会重点领域和民生工程的金
融服务继续加强。差别化信贷政策在
优化信贷结构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
截至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
贷 款 余 额 24.6 万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2.9%。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
2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8%；用于
信用卡消费、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领域
贷款同比分别增长 28.4%和 63.2%，
以上各类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
款平均增速。

“输血”和“造血”的同时，控
制风险也是必要的。尽管信贷资产质
量总体可控，但信用风险有所上升，

2015 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
款 余 额 9825 亿 元 ， 较 上 季 末 增 加
1399 亿 元 ； 商 业 银 行 不 良 贷 款 率
1.39%，较上季末上升 0.15 个百分
点。因此，要继续保持银行业整体风
险抵补能力保持稳定。

金融改革的目的，在于建立良好
的金融体制，在盘活存量、用好增量
中提升资金运作效率，使融通、保
障、治理、调控运行井然。金融改革
的抓手，是科学的货币政策、完善的
资本市场、稳健有效的银行体系，最
终使虚拟领域的资金有效地对接实体
经济的需求。

（相关报道见四版）

金融改革增强实体经济“造血”功能

7 月 7 日，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78 年前的

这一天，日本侵略者挑起七七事变，悍然发动全面

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

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展开了气壮山河、血战到底的全国抗战。

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争取

独立自由史册上可歌可泣的一页，是中华民族历

史发展进程中饱经沧桑的一章。正是从卢沟桥头

的枪声开始，面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

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抗争，经过 8 年浴血奋战，以

军民伤亡 3500 多万人的巨大牺牲，赢得了最后的

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

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

败的民族耻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再次证

明，中华民族是具有顽强生命力和非凡创造力的

民族，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就没有克服不

了的艰难险阻。

伟大的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的东方主战场，为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

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

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着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

兵力，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

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有力策应和支持

了盟国作战，配合了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战

略行动，制约和打乱了日本法西斯和德意法西斯

进行战略配合的企图。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

的尊敬，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

日本法西斯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给亚洲人民

带来了深重灾难。尽管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

历史的伤痕和警示依然清晰。今天，我们纪念全

民族抗战爆发 78 周年，就是为了尊重和维护历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

决不允许任何人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就是为了缅怀在抗日战

争中殊死战斗、为国捐躯的英雄烈士们，告慰不幸遇难的同胞们；就是

为了警示世人珍惜和维护和平，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为了从

历史中汲取智慧启迪，更好地开创未来。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

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让我们勿忘艰苦

卓绝的抗战历程，勿忘民族独立来之不易，勿忘民族复兴任重道远，向

英烈致敬！向胜利致敬！向和平致敬！这是对历史的最好纪念，也是

对未来的庄严宣示。 （更多报道见五版至八版）

铭记历史

珍视和平
本报评论员

7 月中旬，我国上半年国民经济
主要数据即将发布。今年上半年，我
国经济运行状况如何？稳增长促改革
政策取得了哪些成效？下一阶段宏观
经济走势如何？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
人盛来运接受了《经济日报》记者的
采访。

记者：您如何看待今年以来的经

济运行情况？

盛来运：从经济增长、就业、物价、
国际收支等公认的衡量宏观经济运行
状况的指标来看，今年以来国民经济
运行总体处于合理区间。

首先，经济增速基本平稳。农业
生产形势良好，夏粮丰收在望，为经济

稳定运行奠定了良好基础。工业生产
总体平稳，1 至 5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6.2%，与一季度基本持
平。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高技
术服务业等增长较快。

其次，就业形势总体稳定。5 月
份，31 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
在 5.1%左右。调研情况表明，不少企
业仍然面临结构性缺工问题。

再次，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温和。
1 至 5 月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1.3%。

第四，贸易顺差保持较大规模。
1 至 5 月，货物贸易顺差 13319 亿元，
为去年同期的 3倍。

记者：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央出

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和重大改革

措施，这些政策措施的效果如何？

盛来运：从近几个月主要指标的
走势看，政策效果已初步显现，经济运
行中出现了若干积极变化。

一是主要经济指标呈现回暖迹
象。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加大对企业
的财税金融支持力度，工业生产增速
小幅回升。5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6.1%，增速比上月加快
0.2 个百分点，比 3 月加快 0.5 个百分
点，连续两个月增速加快。投资和消
费增速均有所回升。今年以来，党中
央、国务院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力度，多措并举促进消费扩大和升级，
国内需求有所改善。5 月份，固定资
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9.9%，增
速比上月加快 0.3 个百分点；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0.1%，增速
比上月加快 0.1个百分点。

二是经济结构继续优化。高技术
产业增长较快，占工业比重进一步提
高。5 月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9.3%，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快
3.2 个百分点。1 至 5 月，高技术产业
增 加 值 占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比 重 为
11.3%，比上年同期提高 1.2 个百分

点。服务业投资占比继续提升，高耗
能行业投资占比下降。1至 5月，第三
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2.1%，增速比全
部投资快 0.7 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
的比重为 56.2%，比上年同期提高 0.4
个百分点；六大高耗能行业投资增长
8.5%，增速比全部投资低 2.9 个百分
点，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11.9%，比上
年同期下降 0.3个百分点。

三是体制改革成效进一步显现。
5月份，非公有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7.6%，增速比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快 1.5个百分点，其中私营企
业增长 8.1%，快 2.0 个百分点。1 至 5
月，规模以上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同比增长 6.2%，而同期全部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0.8%。

四是新业态新产品引领作用明
显。“互联网+”继续迅猛发展。5 月
份，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39.3%，
增速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快 29.2
个百分点。 （下转第三版）

政策效果显现 经济趋稳向好

常言道，“看菜吃饭，量体裁
衣”。曾几何时，一条软尺就是制衣
业的象征，我们在这头，裁缝在那
头。随着工业化生产线带来的制式
服装量产，以顾客为中心的量体裁
衣变成了以成衣为中心的标准尺码。

消费水平和消费观念的升级，
让越来越多消费者不再满足于千篇
一律的制式成衣，“以人为本”的定
制 服 装 重 新 赢 得 人 们 的 青 睐 。 可
是 ， 高 端 定 制 令 人 神 往 的 独 一 无
二、上乘材质、精湛手工和专属设
计师背后，往往都是令人却步的高
昂价格。

要是能把制式成衣的价格和定
制服装的效果结合在一起，该有多
好！双全之法还真被一家服装企业
找到了，而且是在流水线上实现了服
装 定 制 的 规 模 化 生 产 和 平 民 化 消
费。仲夏时节，记者来到青岛红领集
团一探究竟。

数据掘金——
在流水线上实现个性化定制

走进红领集团的互联网工厂，扑
面而来的是一股劳动密集型服装加
工车间的热浪，厂房布局紧凑、机器
轰鸣，还有长长流水线上的工人。

仔细一看，却会发现这里与传统
西装生产线有许多不同：6 台自动裁
床一字排开，每裁一张布料，都要根

据电脑提示调整裁剪方式；流水线上
每件西装的颜色、款式、面料都不尽
相同；每位员工眼前都有一部电脑识
别终端，当一件衣服“流”过来，操作
者要先扫描衣服上的电子磁卡，再根
据提示进行加工⋯⋯

这座工厂是红领集团 C2M 模式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之 一 。 所 谓 C2M

（Customer to Manufacturer），
就是借助互联网搭建起消费者与制
造 商 的 直 接 交 互 平 台 ， 去 除 了 商
场 、 渠 道 等 中 间 环 节 ， 从 产 品 定
制、设计生产到物流售后，全过程
依托数据驱动和网络运作。这个平

台是如何将个性化定制与流水线生
产结合起来的呢？

红领集团信息中心总监米庆祥
介绍说，红领自主研发的西装个性
化定制系统，建立起人体各项尺寸
与西装版式尺寸相对应的数据库。
该系统可以对顾客的身型尺寸进行
数据建模，通过计算机 3D 打版形成
顾客专属的数据版型。数据信息被
传输到备料部门后，在自动裁床上
完成裁剪。每套西装所需的全部布
片会被挂在一个吊挂上，同时挂上
一张附着客户信息的电子磁卡，存
储顾客对于西装的驳头、口袋、袖

边、纽扣、刺绣等方面的个性化需
求。流水线上的电脑识别终端会读
取这些信息并提示操作，在流水线
上实现个性化定制的工艺传递。

“我们已经建起包含 20 多个子
系统的平台数字化运营系统。”红领
智 能 设 计 中 心 经 理 刘 阿 娜 告 诉 记
者，系统会根据市场一线每天发来
的 订 单 ， 自 动 排 单 、 裁 剪 、 配 里
料、配线、配扣、整合版型等，“实
现了同一产品的不同型号、款式、
面料的转换，以及流水线上不同数
据、规格、元素的灵活搭配。”

（下转第三版）

红领集团：领跑互联网+服装定制
本报记者 张小影 张 双 刘 成

上图 红领集团缝制车间里，工人们在紧张工作。刷一下衣服上的

电子标签，电脑便自动跳出个性化定制订单信息。本报记者 潘笑天摄

下图 红领集团流水

线上的每一件西装都根据

客户需求量身定制，每件

衣服上都有一个电子标

签，囊括全部个性化定制

信息。

本报记者 潘笑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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