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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块“中国巨幕”在成都落成——

科技助推中国电影实现梦想

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
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
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截至 2014
年 底 ， 全 国 国 有 企 业 资 产 总 额
1021187.8 亿 元 ， 所 有 者 权 益
355629.4 亿元，其中，中央企业资产
总 额 537068 亿 元 ， 所 有 者 权 益 为
184446.6 亿元。2014 年末全国大陆总
人口为 136782 万人，按照最简单的算
术平均，全国人均净资产 26000 元。
企业国有资产来之不易，是新中国成
立 60 多年全国人民积累的宝贵共同财
富，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
物质基础，保障国有资产安全、防止
国 有 资 产 流 失 ， 是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
求，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前提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国有企
业改革要先加强监管，防止国有资产
流失，这一条做不好，国有企业其他
改革难以取得预期成效。2015 年 11 月
10 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 《关于加
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
资 产 流 失 的 意 见》（以 下 简 称 《意
见》），意义十分重大。

《意见》 体现了“奔着问题去”改
革的要求。文件深刻总结了近年来国有
资产流失的体制性原因，梳理分析了目
前企业国有资产监督工作存在的主要问
题。一是发现违纪违法问题难。一些监
督主体主动发现问题、深挖问题、揭示
问题的动力不足，不少问题是依赖群众
举报线索发现的；监督手段单一，主要
是通过审查账目、查阅文件等形式，浮
于表面，无法深入；监督的独立性和权
威性不够，队伍建设缺乏考核与奖惩，
监督工作责任不落实。二是对发现问题

的整改落实难。问题发现后的反馈机制
不健全，督促企业落实整改力度不够，
不少问题不了了之，有的企业对同一问
题屡查屡犯、边查边犯。三是违法违规
经营责任追究难。不少监管制度只规定
违法违规情形，没有具体追责的实体性
和程序性规定；国有企业重大资产损
失责任追究定性标准不尽统一，正常
经营风险与违规决策风险的边界难以
区分，对集体决策事项的责任追究无
法落实到个人，国有资产发生重大损
失“打不了板子”。四是对企业领导班
子，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难。国
有企业治理结构不健全，外部董事、
外派监事作用发挥不到位，内设监事
会往往形同虚设，企业内部监督力量
在履职中受到本企业领导制约，无法
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五是各类监督
主体协同难。企业国有资产监督工作
体系不健全，监督资源分散，各类监
督力量之间缺乏联动配合，没有统一
的 监 督 信 息 平 台 ， 监 督 效 能 亟 待 提
高。针对以上问题，《意见》 以维护国
有资产安全、防范国有资产流失为主
线，从完善制度、突出治本着手，对
当前加强监督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作
出了有针对性的制度性规定。

《意见》 进一步夯实了防止国有资
产流失的“四道防线”。《意见》 针对
当前国有资产流失的深层次、体制性
问 题 ， 全 面 提 出 了 从 制 度 上 扎 牢 篱
笆、防止流失的“四道防线”。第一道
防线：强化企业内部监督，这是加强
监督的基础性制度性建设。强化对子
企业的纵向监督和各业务板块的专业
监督；强化董事会规范运作和对经理
层的监督，推进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
事会建设，加强董事会内部的制衡约
束，依法规范董事会决策程序和董事
长履职行为，落实董事对董事会决议
承担的法定责任；重视企业职工民主
监督，职工是反腐的“啄木鸟”，要大
力推进厂务公开，建立公开事项清单

制度，保障职工知情权、参与权和监
督 权 ； 发 挥 企 业 党 组 织 保 证 监 督 作
用，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
统一起来。第二道防线：完善国有资
产监管机构监督，进一步加强出资人
监督，加强对关键业务、改革重点领
域、国有资本运营重要环节以及境外
国有资产的监督，开展国有资产监管
机构向所出资企业依法委派总会计师
试点工作，强化出资人对企业重大财
务事项的监督。加强和改进外派监事
会监督，加强当期和事中监督。第三
道防线：强化专项监督，健全国有资
本审计监督体系和制度，实现企业国
有资产审计监督全覆盖。加强纪检监
察监督和巡视工作，督促国有企业落
实“两个责任”，实行“一案双查”，
强化责任追究，加大大案要案查处力
度。第四道防线：强化社会监督，是
国有资产监督的重要方面。一是完善
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制度，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设立统一的信
息公开网络平台，建设阳光国企；重
视和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要及时回
应社会舆论对企业国有资产运营的重
大关切，畅通社会公众的监督渠道，
有效保障社会公众对企业国有资产运
营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意见》 进一步明确强化了“两类
追责”制度。一是加大国有企业违规
经营责任追究力度，企业作为维护国
有资产安全、防止流失的责任主体，
要运用组织处理、经济处罚、禁入限
制 、 纪 律 处 分 和 追 究 刑 事 责 任 等 手
段，依法查办违规经营导致国有资产
重大损失的案件，严厉惩处侵吞、贪
污、输送、挥霍国有资产和逃废金融
债务的行为。对国有企业违法违纪违
规问题突出、造成重大国有资产损失
的，严肃追究企业党组织的主体责任
和企业纪检机构的监督责任。二是严
格监督工作责任追究，《意见》 的一个
重要创新，就是提出建立监督问责制

度，建立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外派监
事会、审计机关和纪检监察、巡视部
门在监督工作中的问责机制，对企业
重大违法违纪违规问题应当发现而未
发现或敷衍不追、隐匿不报、查处不
力的，严格追究有关人员失职渎职责
任，视不同情形分别给予纪律处分或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意见》 突出了“八个机制”的制
度建设。《意见》 在指导思想中就提出
要立足体制机制制度创新，强化体制
制度建设，全文 18 条，13 次出现“机
制”二字，提出了强化八个机制建设
的重要制度性建设内容。《意见》 提出
要健全涉及财务、采购、营销、投资
等方面的内部监督制度和内控机制；
要建立审计部门向董事会负责的工作
机制，董事会依法审议批准企业年度
审计计划和重要审计报告，增强董事
会运用内部审计规范运营、管控风险
的能力；要健全党组织参与重大决策
机制，强化党组织对企业领导人员履
职行为的监督，确保企业决策部署及
其执行过程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
法 律 法 规 ； 要 建 立 外 派 监 事 会 可 追
溯、可量化、可考核、可问责的履职
记录制度，切实强化责任意识，健全
责任倒查机制；要建立高效顺畅的外
部监督协同机制，整合出资人监管、
外派监事会监督和审计、纪检监察、
巡视等监督力量，加强统筹，减少重
复检查，提高监督效能；要完善重大
违法违纪违规问题线索向纪检监察机
关、司法机关移送机制，健全监督主
体依法提请有关机关配合调查案件的
制 度 措 施 ； 要 健 全 国 有 资 产 监 管 机
构、外派监事会、审计机关和纪检监
察、巡视部门在监督工作中的问责机
制；要加强对监督队伍的日常管理和
考核评价，健全与监督工作成效挂钩
的激励约束机制，强化监督队伍履职
保障。

守 护 好 全 民 的 共 同 财 富
楚序平

“福布斯 2015 年中国 30 位 30 岁以
下 创 业 者 ” 榜 单 上 ， 旷 视 科 技
(Face++)联合创始人兼 CEO 印奇赫然
在列。

印奇，这位 85 后创业者，追逐的是
用技术改变世界的梦想。这粒梦想的种
子早已发芽，那时他还在清华读本科。

印奇、唐文斌和杨沐是旷视科技的
创始人，他们也是从清华培养计算机技
术精英的姚期智实验班走出的同学。

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印奇和唐文斌
就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参与人脸识
别引擎的研发。印奇回忆说：“那时
候，我对人脸识别技术很着迷，毕业后
还在微软研究院全职工作了一年，参与
研发的引擎后来被应用在 X－box 和
Bing等微软产品中。”

伴随人工智能的发展，创业的呐喊
就成了他们胸腔里发出的最强音，这也
成为 3个小伙伴顺理成章的选择。

2011 年，3 人在清华园创立旷视科
技。当时，他们的想法是从人工智能技术
出发研制“机器之眼”，用它读懂世界。这
是大胆的设想，更是从零起步的创业。

“每个极客都有一个‘科技改变世
界’的梦想。幸运的是我们追梦的方向
恰好赶上了一个很大的风口。”印奇说，
由于在创业大赛上的出色表现，旷视科
技刚一创立就获得了联想之星的天使
投资。

让技术理想走向现实的路径并非坦
途。为了弥补视觉识别技术上的短板，
印奇赶赴哥伦比亚大学，专攻 3D 相机
专业。期间，他一直与伙伴们远程探
讨，尽管已经明确了视觉识别的方向，
但如何让技术落地一直不明确。

最初，他们选择了容易上手的游
戏。“我们开发的一款游戏反响不错，
在 APP Store 的排名靠前。”印奇说，
这款国内首款基于 iOS 的移动体感游戏

“乌鸦来了”获得清华大学第三十届
“挑战杯”特等奖，一度冲到中国区
APP Store排行榜的前五名。

游戏的成功让印奇更加确信视觉识
别技术必将爆发，但开发游戏不是他想
做的能改变世界的事情。就这样，一群
技术狂的苦苦求索依然路漫漫。

在哥大学习了两年，印奇感觉已经

达到了预期。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回到
了旷视科技。与此同时，他的团队似乎
看到了炫酷技术商业化的一丝曙光。

曾几何时，很多年轻人为了好玩，喜
欢把照片放到美图秀秀上修饰一番，而
其背后，恰恰是旷视科技的人脸识别云
平台提供的服务。像美图秀秀一样，阿
里、360、陌陌、Camera360、魔漫相机、
世纪佳缘、联想等一批大型图片、社交、
设备类企业汇聚到了旷视科技的生态进
化链条中。几年间，数十亿次的外部信息
接收，不断优化着旷视科技的人脸识别
算法，使它的性能和用户量都处于国际
领先地位。

只要一部智能手机，无论何时、何
地，都可以“刷脸”开户。这样的“开
户神器”能让券商在竞争中胜出。除了
券商，去年以来，平安银行、中信银
行、江苏银行等纷纷与旷世科技签订了
合作协议。旷视科技人脸识别技术的商
业 “ 蓝 海 ” 被 发 现 了 ！ 在 完 成 B 轮
4700 万美元的融资后，旷视科技把发
力点锁定了金融行业的人脸认证和智能
监控、智能家居应用。

旷视科技的技术理想在现实中不断
延伸。“人脸识别市场到底有多大，目
前尚难确定，因为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能让不可能变为可能。如能成功，链条
上的任何一环都将是千亿级市场。单就
监控而言，这就是一个万亿美元级的巨
大市场。”印奇说。

在旷视科技谈技术理想不会给人奢
侈的感觉。在他们近 70 人的独特团队
中，超过 80%的人来自清华大学，80%以
上是工程师，30 多人至少曾获得过一项
世界级编程比赛奖项，得过国际奥林匹
克竞赛金牌的有 7 人。他们中大多数有
海外留学和专业机构工作背景，大多不
甘于做一枚大公司里的“螺丝钉”。在大
公司与创业之间，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了
后者，跟从着内心的渴望——用技术改
变世界。

飞镖罗盘、桌球游戏与巨幅黑板，
错落于旷视科技办公室的一隅，迎来喧
嚣，送走欢笑，颠覆着来访者关于创业
的想象。唯有黑板上密密麻麻、眼花缭
乱的公式与推导，或许能道出印奇与他
的伙伴们已经走了多远。

旷视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EO 印奇：

让技术理想在现实中延伸
本报记者 曹红艳

本报讯 记者黄鑫报道：在近日举行的“海峡两岸工
业发展与合作论坛”上，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要围
绕两岸互补性强、社会效益显著的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重
点领域，着力推进一批项目对接与技术合作。继续深化在新
一代信息技术、纺织、电子、精密机械、石化等领域的合
作，加强生物技术、新能源、节能环保、机器人等新兴领
域的合作。

据介绍，论坛期间两岸工业界还签署了交流合作谅解
备忘录，以探讨协同创新与共同发展的合作模式，促进两
岸工业转型升级发展。两岸将针对大陆 《中国制造 2025》
和台湾“生产力 4.0”相关重点领域开展合作，提升两岸
产业发展核心能力。协商解决两岸工业企业到对方投资营
运面临的问题，完善产业合作的发展环境，强化两岸产业
政策协调。

本报北京 11 月 28 日讯 记者郭静原报道：首届中英青
年创新创业论坛今天在京举行。留学归国人员代表、政府部
门代表、科技界代表和英方机构代表共计 200 余人汇聚一
堂，围绕建设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加强中英创新创业合作等
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谭铁牛院士表示，未来中英双方的
合作将在各个方面不断深入，包括中英青年在创新创业领
域的合作。面对中国创新创业大潮以及中英双方在创新创
业领域的巨大合作潜力，归国留学人员将大有可为。

本次论坛由欧美同学会留英分会举办，今后将定期举
行，有助搭建中英青年创新创业交流平台，助力实现留英
学子创新创业的中国梦。

中英青年创新创业高峰论坛举行

海峡两岸展开工业转型合作

新华社成都 11 月 28 日电 （记者

李华梁） 第 100 块“中国巨幕”日前
在四川成都揭幕，这一全球范围内唯一
一家满足 DCI标准的巨幕品牌，正式跨
入“百家”时代。

昔日我国在电影放映领域长期面临
核心技术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窘境，而
如今中国观众可以在“中国造”的大银
幕前看世界。与此同时，以“中国巨
幕”为代表的一批电影技术也开始走向
海外，在我国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
进的过程中，电影科技正助推中国电影
实现梦想。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提供的数据
显示，截至 11月 20日，2015年全国城市
院线票房已达 386 亿，同比增长 48.5%，
全年电影票房突破 400 亿几无悬念。与
此同时，国产影片票房 232 亿，市场份额
占比 60%，同比增长 75%。观众人次已
达 11亿，同比增长 48.8%。

面对着全年电影票房就要突破 400
亿的关口，应当看到，在我国由电影大
国向电影强国迈进的过程中，电影技术
的位置日益突出。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
长毛羽说：“去年全国电影工作座谈会
提出了电影发展要以‘内容为王、技术
为基、人才为本’的三位一体的战略，

电影技术已经成为中国电影是否具有核
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我国电
影行业完成了胶片电影向数字电影的整
体转换，实现了拍摄、制作、发行、放
映、经营、管理全产业链的数字化，全
行业步入数字电影时代。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制
片公司敢于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影片的
技术环节，影片采用的电影新技术与工
业元素逐渐丰富，工业化程度也在逐渐
提高，同时一批年轻的技术力量经过不
断实践正在健康成长，影片在技术方面
的资金投入呈现良好的回报。”毛羽说。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
在数字电影设备的研发方面突破频频，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符合国际标准的中
国巨幕、多维声、新一代激光光源、数
字电影播放服务器等设备已应用于数字

影院。
这其中，尤其以“中国巨幕”最为

引人注目。过去几年中，在经历了 《阿
凡 达》 等 一 系 列 大 片 推 波 助 澜 后 ，
IMAX 这一巨幕品牌被广大观影者所熟
知。数字放映，特别是巨幕放映的核心
技术，过去一直掌握在个别发达国家手
中，这使得我国在该领域所需的技术、
设备，长期依赖进口。

据了解，“中国巨幕”是在中美两
国电影备忘录签署后，为加快发展我国
高新技术格式影片生产、放映而发起
的。在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牵头研发
下，其具备造价经济、放映效果好、片
源丰富等优势，目前已成为 IMAX 在国
内的头号竞争对手。

第 100 块“中国巨幕”揭幕仪式
上，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喇培
康介绍说，除“中国巨幕”放映系统以

外，自主研发的 ALPD 电影激光放映系
统、中国多维声电影音响系统等电影高
新技术近年也先后问世，一举终结了中
国电影诞生 110 年以来所有关键技术都
需要进口的尴尬局面。

近日在成都举行的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科技委电影专业委员会八届八次
会议上，记者还了解到，这些技术目前
已经开始纷纷走出国门。“中国巨幕”
系统已通过美国电影协会安全认证和好
莱坞片商认可，中国多维声已先后登陆
美国本土和新加坡市场，建立了 9 家海
外多维声影院，并进入米兰世博会。

“未来将进一步加快中国电影‘走
出去’步伐，并取得实质性突破。”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梁戈
表示，中国电影科技力量的壮大和电影
产业的发展，是更好更快地实现“走出
去”目标的基础与重要力量。

本 报 讯 记 者 庞 彩 霞 报 道 ：
广东要补齐粤东西北地区发展、
民生社会事业发展以及扶贫开发
三大短板，确保 2018 年率先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全省小康指数达到
97%以上⋯⋯11 月 26 日结束的广
东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再次吹响了
全面小康建设的冲锋号角。

“广东要努力成为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排头兵、深化改革开
放的先行地、探索科学发展的试验
区，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
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奋斗。”这

“三个定位”“两个率先”是党中央
对广东提出的殷切期望。经过 3 年
的奋力拼搏，广东交出了漂亮答
卷，在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
程上实现了重大的突破性进展：经
济发展一年上一个台阶，2013 年
GDP 突破 1 万亿美元，2014 年人
均 GDP 突破 1 万美元；民生投入
逐年增加；粤东西北地区加快振兴
发展，区域发展更趋协调，城乡差
距进一步缩小。

根据相关分析，对比中央的要
求，广东在领域覆盖、区域覆盖和
人口覆盖等方面仍存诸多薄弱环
节。为此，此次省委全会提出，要
补齐“三大短板”。

一是补齐粤东西北地区发展的
短板，继续抓好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产业园建设、中心城区扩容提
质这“三大抓手”。同时，将加大
珠三角对口帮扶粤东西北地区的力
度，推动粤东西北地区发展实现新
突破。据悉，在“十三五”时期广
东将要建设近 4000 公里的高速公
路。二是补齐民生社会事业发展的短板，着力保障基本民
生，切实保障底线民生，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使民生社会事
业发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三是补齐扶贫开发的短
板，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实施扶贫攻坚行动计
划，坚持开发性扶贫，接力实施扶贫“双到”工程，打赢扶
贫开发攻坚战，确保“十三五”末广东尚存的 180 万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

广东省委的决策得到了粤东西北各城市的热烈响应。
“广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之一，就是粤东西北地
区，这既是工作难点，也是工作重点。”湛江市委书记刘小
华告诉记者，湛江是人口大市，人均 GDP 不到全省人均水
平的 50%，不到全国人均水平的 70%。

“我们必须鼓足干劲加快发展。打赢全面小康攻坚战，
努力实现与全国同步小康。”韶关市委书记蓝佛安表示，韶
关将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总目标，以主动融入珠三角为总
战略，以城市经济和县域经济为主战场，狠抓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产业园扩能增效、中心城区扩容提质“三大抓手”，
大力发展壮大钢铁深加工、先进装备制造、能源电力、大旅
游、大物流、大农业、新材料、特色轻工业等 8 大战略性支
柱产业，确保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潮州市委书记李水华表示，潮州要坚持问题导向，
突出工作落实的理念，抓紧编制实施 2016 年至 2018 年三
年重点基础设施建设行动计划和产业提升行动，全面推
进燃油燃气网、供电网、互联网、水网、综合交通网、
绿道网、商贸物流网、旅游网等 8 网建设，以“八网+产
业”发展模式增添经济发展新动力，为推进“十三五”
规划开好头起好步。

广东

：

补齐三大短板

实现两个率先

本报讯 记者吴佳佳报道：为进一步展现改善医疗服务
取得的成效，国家卫生计生委 11 月 27 日宣布启动“进一步
改善医疗服务行动”百日宣传活动，活动时间从 2015 年 12
月 1日至 2016年 3月 1日，为期 3个月。

自开展“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以来，各级卫生计
生主管部门认真落实各项举措，成效显著，十项举措切实为
百姓提供了方便就医、明白就医、安全就医、有效就医的环
境，极大地改善了医患关系，减少了医患纠纷，创造了良好
的社会氛围。此次百日宣传活动将以改善医疗服务成效为主
线，充分展现医疗队伍中涌现出来的典型集体和个人，通过
文字报道、录制纪录片等方式，全方位展现改善医疗服务行
动实施以来取得的成效。

改善医疗服务百日宣传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