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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在对世界各国过

去一年的科技表现进行盘点的时

候，人们赫然发现，中国科研正悄

然升级，不仅数量可观，更有质的

提升。

最近的两条新闻可以体现这

一趋势。一是不久前出版的《自

然》增刊“2015 中国自然指数”显

示，按照加权分数式计量，中国高

质 量 的 科 研 产 出 在 2012 年 到

2014 年期间增长了 37%，美国在

同一时期则下降了 4%。目前，中

国对世界高质量科研的总体贡献

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二是世界顶级物理杂志英国

《物理世界》日前公布了 2015 年

度国际物理学领域的十项重大突

破，我国“多自由度量子隐形传

态”和“外尔费米子研究”两项成

果入选。其中“多自由度量子隐

形传态”不仅高居榜首，还被评为

卓尔不群的“年度突破”。

这样的变化其实并不突然，它

是我国科研领域持续增长的资金

和人力投入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科技部提供的最新数据显

示，预计 2015 年我国研发经费投

入总量为 14200 亿元，比上年增

长 9.0%；R&D 经费投入强度，即

研发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

比已经达 2.09%，这是我国研发

投入强度连续三年突破 2%，且呈

持续上升态势。

按照国际主流观点，主要创

新型国家的共同特征是研发投入

强 度 长 期 维 持 在 3%-4% 的 水

平。我国的研发投入强度与之相

比虽然还有差距，但绝对数已居

世界前列。去年 11 月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发布的《2015 年科学报

告：面向 2030》显示，目前美国的

研 发 投 入 占 全 球 28% ，中 国 以

20%紧随其后，超越欧盟的 19%和

日本的 10%。

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

科研人员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

升 也 成 为 关 键 要 素 。 科 技 部

2015 年出版的《中国科技人才发

展报告(2014)》显示，我国已成为

第一科技人力资源大国，2013 年

我 国 科 技 人 力 资 源 总 量 达 到

7105 万人，每万人口中科技人力

资源数 522人。

量变带来质变，我国早已不

满足于科技方面的跟跑和追赶，

正在越来越多地向原创和领跑方

向努力。近年来我国在量子调

控、中微子震荡、铁基高温超导

体、碳纳米管和石墨烯材料、干细

胞等科学前沿领域形成系统突破

的局面，具有全球影响的重大创

新成果不断涌现。还有中国高

铁、中国核电等正走出国门。这

一切都表明我国研发实力进一步

增强，科技水平不断提高，与美国

等主要创新型国家的差距进一步

缩小。

我们有理由期待，随着科研

事业蓬勃发展，我国科研实力不

仅用数量说话，更将用质量说话。

本报讯 记者黄平报道：近日闭幕的浙
江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传来好消息，截至目
前，浙江全省已全面消除家庭居民人均年收
入“4600 元以下”贫困现象，在全国率先完成
脱贫任务。

浙江省委始终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
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协调发展作为一
个整体来统筹考量谋划，扶贫工作一直走在
全国前列。

1998 年，浙江一举摘掉了 8 个县的“贫
困帽”，成为全国第一个消除贫困县的省份；
2002 年，在全国率先消除贫困乡镇；2012
年，新确立省级扶贫标准为 4600 元，比国家
标准 2300元高出一倍。多年来，浙江相继实
施“百乡扶贫攻坚计划”“欠发达乡镇奔小康
工程”“低收入群众增收行动计划”等措施，逐
步提高低收入农户的致富能力。

2015 年以来，浙江扶贫开发跑出了“加
速度”，省委常委会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出台
推进淳安等 26 个原欠发达县加快发展的意
见，创新改进考核激励办法，推动 26 个县走
上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科学跨越之路。浙江
省委书记夏宝龙提出，要加大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力度，全面消除人均年收入 4600元以下
的贫困现象，确保不把贫困带入“十三五”。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2015 年以来，浙
江在原有低收入农户数据库的基础上，全面
开展 4600 元以下低收入农户拉网式专题排
查，全省确立了 4600 元以下低收入农户 21
万户、43 万人。通过产业帮扶、金融服务、培
训就业、异地搬迁、低保兜底、医疗救助等措
施，低收入农户人均现金收入增幅远高于全
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

“十三五”期间，在确保贫困现象不出现
反复的基础上，浙江扶贫工作的重点将转移
到帮扶低收入家庭加快增收、提高基本公共
服务水平上。浙江省省长李强告诉《经济日

报》记者，浙江要以“扶贫+”为概念，大力整合社会资源，跳出扶贫谋发
展，推进扶贫开发向纵深发展。

在浙南山区的丽水市缙云县，为了把光伏产业“嫁接”给山区的低
收入农户，县委、县政府推出“光伏助农”“光伏助困”等项目，“扶贫+光
伏产业”正在为低收入农户带来脱贫曙光。

为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浙江坚持全省财政支出增量的三分之
二以上用于民生，不断加大改善保障民生工作的力度。如，率先把农村
居民和城镇无养老保障的居民一并纳入养老制度覆盖范围，并在所有
县（市、区）实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全民养老”。

不把贫困带入“十三五”，浙江提前五年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未来
几年，浙江的目标是全面建成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将不断提高扶贫标
准，增强扶贫开发的内生动力，全力缩小贫富差距。

冬日的蓝天下，座座风力发电
机旋转着洁白的叶片，绵绵林海一
直延伸到远方。很难相信，这里就
是从前那个黄沙漫漫的京津冀风沙
来源地——内蒙古多伦。上个世纪
七八十年代，多伦沙化面积占全县
总面积的 87%。经过不懈努力，多伦
森林覆盖率由 2000 年的 6.8%提高到
现在的 31%；项目区林草植被盖度由
2000 年 的 不 足 30% 提 高 到 现 在 的
85% 以 上 。 昔 日 的 京 津 冀 “ 风 沙
源”，已变成京津冀“后花园”。

多 伦 从 “ 风 沙 源 ” 到 “ 后 花
园”的惊人巨变，正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林业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的
一个缩影。

新理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保 护 生 态 环 境 已 成 为 全 球 共
识，但将生态文明建设写进党章，
作为执政党的行动纲领，中国共产

党却是首创。
联合国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

告》 指出，近几十年来，人类对自
然 生 态 系 统 进 行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改
造，使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
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全球正
面临着森林大面积消失、土地沙漠
化扩展、湿地不断退化、物种加速
灭绝、水土严重流失、干旱缺水普
遍、洪涝灾害频发、全球气候变暖
等八大生态危机。

生态问题也是我国面临的最突
出 问 题 之 一 。 据 统 计 ， 到 2012 年
末，我国生态脆弱地区总面积已占
国土面积 60%以上；全国 1.5 亿亩耕
地受污染、四成多耕地退化，水土
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近三分之一。

“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人 民 建 设 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树立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
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
本 国 策 ， 坚 持 节 约 优 先 、 保 护 优
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持生
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
明 发 展 道 路 。 着 力 建 设 资 源 节 约
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

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人民
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实现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2012 年 11 月，党
的 十 八 大 通 过 《中 国 共 产 党 章 程

（修正案）》，明确地将生态文明建
设写进党章。从此，生态文明建设
与 经 济 建 设 、 政 治 建 设 、 文 化 建
设、社会建设并列，共同构成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
的总体布局，成为“努力建设美丽
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宏
伟蓝图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
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大计。良好生
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保护生态环境就是
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
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
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
在 山 ，山 的 命 脉 在 土 ，土 的 命 脉 在
树。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和
重要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生
态保障。

生态文明建设从此有了更清晰
的努力方向。

新举措——

绿色发展拉开大幕

新理念迅速转化为新举措。
2015年4月1日，西起大兴安岭，东

到长白山脉，北至小兴安岭，绵延数千公
里的原始大森林里，千百年来“丁丁”不绝
的伐木声同步戛然而止。这一天，长白山
森工集团公司，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岭南8
个林业局、吉林省4个森林经营局和内蒙
古自治区天保区外大兴安岭山脉范围内
的100个国有林场，数以十万计的伐木工
人收起油锯，封存斧头，走出深林。

“森林是陆地生态的主体，是国
家、民族最大的生存资本，是人类生
存的根基，关系生存安全、淡水安全、
国土安全、物种安全、气候安全和国
家外交大局”。

“林业建设是事关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创造
更好的生态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
迅速转化为切切实实的林业生态文
明建设大行动。 （下转第二版）

不把贫困带入

﹃
十三五

﹄

浙江率先完成省内居民脱贫任务

“中国智慧”跻身科技前沿
佘惠敏

兴 林 富 民 绿 满 山 川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林业生态文明建设综述

本报记者 黄俊毅

1 月 9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2015
年 12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数据显示，12 月份，CPI 环比
上涨 0.5%，同比上涨 1.6%；PPI 环比
下降 0.6%，同比下降 5.9%。2015 年
CPI整体比上年上涨 1.4%。

有关专家在接受《经济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 CPI 处于
低通胀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宏观
经济面临较大压力；受输入性通缩等
因素影响，PPI 短期内难出现明显回
升。2016 年，CPI 继续保持低通胀格
局，而 PPI 跌幅可能收窄，货币政策
调整应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CPI处于低通胀水平

2015 年 12 月份，CPI 同比上涨
了 1.6%，涨幅比上月扩大了 0.1 个百
分点。从全年来看，2015 年，全国居
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 1.4%，
涨幅回落 0.6 个百分点，完成全年物
价涨幅控制在 3%左右的调控目标。

这是 CPI 自 2010 年由上年同比
下降转为同比上涨 3.3%以来，创下的
最小涨幅。

从同比情况看，2015 年 12 月份
CPI 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
点。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2.7%，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非食
品价格同比上涨 1.1%，涨幅与上月相
同。从具体分类看，12 月份鲜菜、飞
机票、旅游、城市间交通费价格同比
分 别 上 涨 11.8% 、2.3% 、0.9% 和
0.5%，同比涨幅分别比上月扩大了
2.4、2.0、0.7、0.4个百分点。

12月份，CPI环比上涨 0.5%。国
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余秋梅
分析说，食品价格环比上涨 1.5%，影
响 CPI 环比上涨 0.52 个百分点，是
CPI环比上涨的主要原因。

数据显示，在食品中，受全国部
分地区降温雨雪天气影响，鲜菜和鲜
果价格继续上涨，环比涨幅分别为
13.7%和 2.3%，比上月分别扩大 10.9

个和 0.7 个百分点，合计影响 CPI 环
比上涨 0.48 个百分点，接近 CPI 环比
总涨幅。

从非食品价格看，2015 年 12 月
非食品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同比上
涨 1.1%，整体保持稳定。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
示，剔除食品与能源以外的核心 CPI
运行平稳，同比涨幅连续 3 个月为
1.5%，2015 年全年在 1.2%至 1.7%之
间波动。CPI 处于低通胀水平，暂不
存在通缩压力。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
席经济学家彭兴韵指出，当前我国物
价水平总体上比较温和。值得注意
的是，CPI 的波动主要是受与经济周
期相关性不高的食品类价格波动的
影响，而非受制造业产品价格影响，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宏观经济运
行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

输入性通缩加剧工业通缩压力

2015 年 12 月份，PPI 同比下降
5.9%，降幅与上月相同。自 2015 年 8

月份以来，PPI 同比降幅已经连续 5
个月维持在 5.9%，这也是 PPI 连续
46个月负增长。

2015 年 全 年 ，PPI 同 比 下 降
5.2%。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
年 PPI 同比下降 5.4%。在 4 万亿投
资的拉动下，PPI 经历了 2010 年和
2011 年 的 大 幅 反 弹 。 不 过 ，进 入
2012 年 以 后 ，PPI 同 比 再 呈 跌 势 。
2015 年 5.2%的降幅创下了最近 4 年
来的新低。

余秋梅分析说，石油和天然气开
采、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石油
加工、煤炭开采和洗选、有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工出厂价格同比分别下
降 37.3% 、20.8% 、18.7% 、17.2% 和
13.9%，仍然是影响 PPI 下降的重要
因素。数据显示，上述几个行业合计
影响当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
平同比下降约 3.7 个百分点，占总降
幅的 63%左右。

2015 年 12 月份，PPI 环比下降
0.6%，降 幅 比 上 月 扩 大 0.1 个 百 分
点。余秋梅分析说，PPI 环比降幅略
有扩大，一是因为石油和天然气开

采、黑色金属矿采选、石油加工、黑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价格环比分别
下降 9.2%、2.3%、2.4%和 2.2%，比上
月降幅分别扩大 7.7、1.0、0.5 和 0.4
个百分点；二是因为燃气生产和供应
价 格 环 比 由 升 转 降 ，由 上 月 上 涨
0.2%转为本月下降 3.1%。

“当前，在 PPI 中，环比和同比价
格跌幅最大的都是与产能过剩行业
紧密联系的资源能源行业，越接近产
业链上游的价格降幅越大。”连平指
出，在去产能进程加快的影响下，近
期相关工业领域的需求难以显著改
善，工业通缩已经持续 46 个月，并且
处于此轮价格波动的低谷。

2015 年 12 月份，工业生产者购
进 价 格 同 比 下 跌 6.8% ，环 比 下 降
0.7%。在 9 大类行业中，除了农副产
品类、纺织原料类购进价格环比持平
以外，其他全部下跌。

“当前，输入性通缩压力延续；虽
然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跌幅略
有收窄，但降幅比 PPI 大 0.9 个百分
点；表明输入性通缩加重了工业通缩
压力。”连平说。 （下转第二版）

2015 年 CPI同比上涨 1.4%

2016年物价预计仍将处于较低水平
本报记者 林火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