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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各地在科学研判的基础上

坚持精准发力、综合施策，经济运行呈现稳中向好趋势，结构

调整、转型升级不断加速，深化改革带来的动力活力在持续

释放。

稳增长首先需要稳投资，最终体现在项目上。牵住加快经济

发展的“牛鼻子”，吉林突出发挥“五个优势”、推进“五项举措”、加快“五大发展”，强调以项

目建设为抓手，实现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目标；甘肃抓住“一带一路”战略全面推进的机

遇和丝绸之路旅游年的宣传引领，结合“丝绸之路”元素投资旅游项目，以敦煌为代表的丝绸之

路沿线旅游城市普遍升温。

投资具有科学性才是有效的投资，才能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北京紧紧围绕首都城市战略定

位，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经济结构继续优化。

中小微企业是稳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各地正不断出台新举措，激发中小微企业的动力和活

力。河南建立工业企业资金保障协调机制，专门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通过政府引导，中小微

企业积极进行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不断增强内生动力。

扩大有效投资是稳增长的关键支撑，当前各地正倾力做好抓重大项目、促投资稳定增长这篇

大文章，确保发展的步伐稳中有进。

简洁大方的建筑外立面，璀璨灯饰点缀的办公空
间，绿草如茵鲜花吐艳的绿化带⋯⋯一走进位于国家新
媒体产业基地核心地带的华商创意中心，记者就被其浓
浓的现代感吸引住了。很难想象，这片生机勃勃的创意
园区 3 年前还是一个以传统制造业和生物医药产业为
主的工业园区。

华商创意中心负责人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三层高
的“创意工场”曾属于一家生产氮化硅陶瓷制品的高耗
能企业。去年，厂房关停腾退，今年 4 月底完成装修改
造。目前，园区 3 座厂房已经变身文创、电商孵化器，聚
集了文化创意类企业 90余家。

2006 年，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落户北京大兴，以新
华网、央广购物、中国搜索、星光影视园等为代表的文化
创意企业发展迅速。而作为历史遗留项目，一批服装加
工、电器制造等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业态仍“盘踞”在
基地南区。

2013 年 7 月，新媒体产业基地启动搬迁腾退，外迁
低端产业，对原有旧工业厂房进行重新规划、升级改
造。华商创意中心所在地块就通过“腾笼换鸟”，从过去
的工业大院转型为集办公、商务、休闲、生活为一体的文
化创意产业园区。如今，基地内 75 家工业企业中，已有
14 家完成外埠搬迁，2017 年将完成园区内所有企业产
业结构调整升级。

随着加工制造类企业搬迁腾退，新媒体产业基地
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14 家工业企业转型为产业

孵化器，60 万平方米的空间孵化了近千家企业；占地
7000 平方米的原供热厂厂房改造成高端艺术品展示交
易中心；传统生产加工园区产业结构从原来的制造业
为主，转向电子商务、服务经济、总部经济为主。

从“集聚资源求增长”到“疏解功能谋发展”，是北京
换挡升级的重大机遇。今年以来，北京紧紧围绕首都城
市战略定位，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经济结构继续优
化。按可比价格计算，今年 1 至 7 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速为 1.2%，比上半年回落 1.4 个百分点。
尽管增速放缓，但呈现出稳中调结构、稳中提质量、稳中
显特色的特点。

有舍才有得。统计数据显示，自去年《北京市新增
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实施以来，北京工业产业疏解
效果逐步显现。今年 1 至 7 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停产 80 户。这份目录同样促进了北京工业企业的积极
转型，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由单纯的制造向“微笑曲线”
两端延伸发展，更加强化产品的设计、研发、试验、服务
等环节，同时将原有的制造环节向外转移，强化配套承
接功能。

北京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制造业服务
化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大型装备行业以
及北京原有传统行业中尤为突出，部分企业转移在京制
造环节，在京保留或新设立研发试验中心。”今年上半
年，中关村示范区的工业企业实现的技术收入和软件产
品销售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比 2011 年同期提高 2 个
百分点。

伴随工业企业关停搬转而来的，是北京高耗能行业
规模收缩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歌猛进。今年 1 至 7
月，北京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3.1%，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对全市工业增长的贡献率
为 83.3%。其中，新能源汽车增长迅速，增加值同比增
长 55.6%，比上年同期提高 45 个百分点，产量是上年同
期的 3.2倍。

8 月初，一份凝聚着多方
努力的“成绩单”摆在大家面
前：河南省中小微企业（不含河
南巩义市）营业收入 31170.27
亿元，同比增长 4.56%；利润总
额 3090.7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91%。

据统计，河南省中小微企业
贡献了全省约50%的GDP和地
方财政收入、60%的出口、70%
的科技创新、80%的新增就业岗
位，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
力量、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和解
决就业的主要渠道。

“无论是稳运行还是调结
构，最终都要落到企业身上，特
别是广大中小微企业身上。”河
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主任王照
平说。为了不断激发中小微企
业的动力和活力，河南省建立
了工业企业资金保障协调机
制，专门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

河南 13 个省辖市设立了
“过桥”资金池，助力“小微金
融”。不仅如此，上半年，河南
省实施万家中小企业成长工
程，筛选确定新入库 159 家“百
家成长企业”和 1166 家“千家
培育企业”。河南省工业和信
息化委联合省财政厅、省科技厅等 8 部门建立小微企业
考评体系，会同银监局开展全省金融机构与中小微企业
贷款项目对接活动。

“我们企业为工程机械做配件，最近想扩大规模，申
请小微贷款 70 万元，只用 5 天时间就办完了，省时又省
心。”河南一家机械配件厂经理张旭东告诉记者。这正是
受益郑州“小微金融”创新体系的一个例子。为让银行从

“惧贷”到“敢贷”，郑州市政府创新建立了“两只基金”：小
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和小微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
金，将银行、小微之间“断裂”的资金链接起来。

为减轻小微企业负担，促进小微企业健康发展，河南
认真贯彻落实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对减税政策的利
好，企业感受最深刻。从事财务工作多年的张女士目前在
河南郑州一家电梯安装与维保公司工作，她算了一笔账：
企业所得税原来每年需缴纳 4 万元，根据新政策，只用缴
纳 2 万元左右。到 2017 年底的 3 年间，仅企业所得税一
项，就可以少缴纳6万多元。

政策利好多，落实是关键。河南省率先实现小微企
业税收优惠政策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河南省小微企业
享受各类税收优惠 37.4亿元。

上半年，河南省中小微企业科研经费投入 101.48 亿
元，同比增长 123.18%；中小微企业科研项目数 11010
个，同比增长 229.84%。政府引导中小微企业积极进行
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不断增强内生动力，为企业将来的
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河南南阳飞龙电器有限公司坚持产学研相结合，先
后投入资金 800 多万元进行产品创新和改进，荣获两项
河南省科技成果奖，拥有 18项实用新型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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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旅游今年迎来了‘井喷’，这主要得益于‘丝路红
利’。”虽然在甘肃敦煌这座国际知名旅游城市工作多年，
但上半年的旅游热潮还是让敦煌旅游局副局长刘玲有些
吃惊。刘玲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今年1至7月，敦煌市旅
游接待人数达 346.49 万人次，同比增长 38.68%；旅游收
入达33.45亿元，同比增长41.21%。其中，鸣沙山月牙泉、
阳关、玉门关 3 个景区接待人数增长分别达到 51.62%、
75.73%和89.39%，创近年来接待人数和增长幅度新高。

旅游市场红火的不仅是敦煌，今年甘肃旅游整体出
现了升温早、旺季增长迅猛、高峰持续时间长的新态势。
今年 1 至 7 月，甘肃接待国内外游客 9166.5 万人次，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 555.3 亿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27.2％
和 28%，在全国和西部地区接待游客增幅均处于领先地
位。进入 7 月以来，甘肃单月接待游客量和旅游综合收
入分别增长 36.45%和 40.32%，特别是敦煌、嘉峪关、张

掖、甘南等旅游热点地区出现了“一房难求、一票难求、一
车难求、一导难求”的现象。

国家旅游局今年推出“美丽中国——丝绸之路旅游
年”主题活动。甘肃连续 5 年举办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
旅游节，今年又发起成立了丝绸之路推广联盟，组织联盟
成员单位共同赴韩国、哈萨克斯坦、土耳其、意大利等国
家和地区开展丝绸之路旅游宣传推广活动。敦煌市副市
长王晓玲表示，随着“一带一路”合作共建的全面推进和
丝绸之路旅游年的宣传引领，丝绸之路沿线城市旅游普
遍增温，丝路旅游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旅游热点线路。
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也使群众休闲出游意识增强，自驾
游、自由行等旅游方式逐步兴起。

通过天猫旗舰店、去哪儿、京东和百度直达号 4 大自
营平台以及携程、美团等各大在线旅游服务商合作分销
旅游产品，敦煌在线上共出售丝绸之路沿线 50 个景区门

票 15.8 万张，门票收入 1265 万元，累计实现各类线上旅
游产品收入 2283万元。

与旅游接待“井喷”现象同时出现的，是结合丝绸之
路元素的旅游投资热潮。8 月 15 日晚，国内第一部沙漠
实景演出《敦煌盛典》在敦煌鸣沙山下正式亮相。《敦煌盛
典》投资 1.8 亿元，以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贯穿其中，依
托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等敦煌人文景观和自然山水，
融入前沿创作理念和舞美手段，再造月牙泉和户外数字
化莫高窟实景舞台，重现丝绸之路昔日的繁华。近两年
来，仅在敦煌投资建设或已经完工的投资亿元以上重点
文化旅游项目就有 10 多个。其中，龙行九洲·敦煌丝绸
之路国际会展中心、丝绸之路文化旅游小镇、千年敦煌等
项目均投资 10 亿元以上。目前，敦煌市智慧旅游公司正
在积极投建“起源敦煌、立足甘肃、服务丝绸之路”的全球
网络交易平台，预计将于 10月上线。

精 准 发 力 跑 出“ 加 速 度 ”
—— 各 地 稳 增 长 调 结 构 进 行 时

北京：“关停搬转”疏解非首都功能
本报记者 杨学聪

甘肃：“丝路红利”催热旅游产业
本报记者 陈发明 李琛奇

吉林天焱生物质能源有限
公司项目负责人张宇告诉《经
济日报》记者，他主持建设的生
物质项目是把公司上游辽源金
翼蛋品公司养鸡产生的鸡粪通
过发酵生成甲烷，提取净化后
做汽车用天然气 CNG，发酵过
的剩余料成为有机肥。该项目
投资 3.3 亿元，可日产 10 万立
方米甲烷气体，投产后效益十
分可观。

老工业基地吉林省长期以
来形成了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
结构。近年来，吉林省投资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
70%左右。吉林省委书记巴音
朝鲁说：“吉林处于转型升级的
关键时期，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既是稳定当期经济增长的现实
之举，也是推动结构调整、实现
转型升级的长远之策。”今年以
来，吉林省突出发挥“五个优
势”、推进“五项举措”、加快“五
大发展”，强调以项目建设为抓
手，实现稳增长、调结构、惠民
生的目标。上半年全省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 12.1%。新增企业
户 数 2.69 万 户 ，增 长 17.5% 。
经济运行呈现稳中向好趋势。

吉林省项目建设关键是打
好“有中生新”这张牌。以老带
新，以老生新，以老变新，以增

量带动存量。创新驱动，实施汽车、石化、农产品加工三
大产业振兴工程，突出技术改造。上半年技改占工业投
资比重达 69.1%，同比提高 5.1 个百分点。企业首次开发
新产品 1064 种，长客 380 公里高速动车组、吉林众鑫化
工改性聚醚等 7种产品产值超亿元。

同时，吉林打好“无中生有”第二张牌，实施医药健康、
装备制造、建筑和旅游 4 个优势产业发展工程。上半年，
全省新兴产业占比提高2.7个百分点，医药健康、装备制造
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1%、19.7%，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增
长11.6%，轻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2.3个百分点。

如何打好“两张牌”？吉林紧紧抓住项目的引领
性、创新性和成长性，不搞低水平重复投资。比如东北
电子科技创新产业园项目，在巩固原有的光电子产业发
展的同时，提高了光电子技术的研发和转化能力，大大
缩短了与国内外先进水平的差距。通化东宝生物科技园
项目、延边敖东国药基地项目、梅河口四环生物制药项
目，都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拳头产品。吉林碳纤维、通
化玄武岩、白山硅藻土、辽源铝合金等一批新材料项目
脱颖而出。长春的奥迪 Q 工厂、大陆电子等，提高了整
车生产和本地配套能力。松原、四平等地的农业机械化
项目，符合农业现代化的需求。长春的跨境电商、白城
的农村电商、辽源袜业电商等，引领了吉林省电商产业
的快速发展。

把握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点，统筹发力，吉林的
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区域结构都有了新变化。2014
年，吉林省的三次产业比重为 11∶52.8∶36.2,服务业
比重逐年提高；民营经济增加值占比超过 50%，创历
史新高；轻重工业比例为 30.8∶69.2，轻工业比重明显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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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坚持稳增长

和调结构“双轮驱动”，

核心是把稳投资作为

“定海神针”，突出基础

设施、技术改造、民生改

善等重大项目建设，全

省上半年经济运行呈现

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 图为大连光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机器人产品。辽宁积极探索速度与结构、局部与全局、政府与市场、民

生与发展的四重关系，努力实现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 新华社记者 李 钢摄

▽ 图为河北省永清县台湾工业新城盈珂服饰

公司的工人在裁剪服装。针对北京服装产业外迁，

永清县台湾工业新城开工建设了永清国际服装城项

目，截至目前，已签约服装企业超过 670 家，超过 120

家服装企业注册。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北京紧紧围绕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有序

疏解非首都功能，经济结构继续优化。越来

越多的工业企业强化产品的设计、研发、试

验、服务等环节，同时将原有的制造环节向外

转移

今年甘肃旅游整体出现了升温早、旺季

增长迅猛、高峰持续时间长的新态势。与旅

游接待“井喷”现象同时出现的，是结合丝绸

之路元素的旅游投资热潮

为了不断激发中小

微企业的动力和活力，

河南省建立了工业企业

资金保障协调机制，专

门解决企业融资难问

题。13 个省辖市设立

了“过桥”资金池，助力

“小微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