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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园艺博览会在唐山举办，各
地游客纷纷为这个建立在煤炭采空区上
的世博园点赞。曾经千疮百孔、垃圾遍地
的废弃地，通过改造，获得联合国人居环
境范例奖，这正是河北唐山推进绿色发
展，努力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一个
缩影。

壮士断腕 关死粗放发展后门

唐山是一座以能源和原材料起家的城
市，煤炭、水泥、钢材等产业曾为唐山的发展
打下工业文明的基础，如今也拖慢了唐山迈

入生态文明的步伐。2012年国家出台节能
减排5年规划，明确要求唐山到2017年要
压减炼钢产能4000万吨、炼铁产能2800万
吨。仅此一项，就影响唐山1600亿元销售
收入、30多万职工的就业岗位。

困难再多再大，也要转向绿色发展。
唐 山 市 拿 出 了 壮 士 断 腕 的 勇 气 ：截 至
2015 年 底 ，累 计 压 减 1087 万 吨 炼 铁 、
2357 万吨炼钢、3563 万吨水泥、590 万吨
焦化、84.61 万吨造纸等落后产能，共削
减 1079 万吨煤炭消费量。单位 GDP 能
耗下降 26.1%，2015 年 PM2.5 平均浓度较
2013年下降 26.1%。

在节能减排的同时，唐山大力实施传
统产业提升工程。5 年来，唐山对 2628
个传统产业项目进行技术改造，累计完成
技 术 改 造 投 资 4533 亿 元 ，年 均 增 长

25.4%。这些项目的实施，不仅解决了就
业，如唐钢集团非钢产业安排就业人员已
经达到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还使中煤科
工唐山煤机装备制造基地、滦州重工隧道
用盾构机北方生产基地等一批 10 亿元以
上重点项目落地生根，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在“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长 20.4%，在规模
以上工业中的占比由 9.7%提高到 20%。

创造创新 增强协同发展动力

实现绿色发展，必须以产业为支撑。
为此，唐山主要抓了两个主攻方向——区
域布局上的战略转移和产业发展中的结
构调整。

唐山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
略布局，实施了“两核、一轴、多组团”城市

空间布局。这就是以市中心区和曹妃甸
次中心区为两核，以高速路、快速路、铁
路、轻轨等骨干道路为一轴，以多中心区
城市组团和次中心区城市组团为多组团
的城市空间布局，大力发展集约型城镇集
群和集约型工业园区。

曹妃甸临港工业区建设是我国城市
转型升级的一个成功案例。在紧邻滦河
出海口一个 4 平方公里的带状小岛上，
唐山利用其“面向大海有深槽，背靠陆
地有浅滩”的天然优势，实施了港口运
输和临港工业一体化开发，规划了 375
个深水泊位，380 平方公里的现代临港
工业区。截至目前，104 个泊位投入运
营，货物吞吐量达到 5 亿吨，集装箱吞
吐量突破 100 万标准箱，在全国港口排
名中上升到第四位。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黄平报道：浙
江经济一季度数据近日出炉。全
省生产总值 9356 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同比增长 7.2%，增幅高
于全国 0.5 个百分点。其中，服
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火车
头”，服务业增加值 5075 亿元，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 54.3%，对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增 长 贡 献 率 达
68.4%。

近年来，浙江坚持不懈调结
构、促转型、转方式，经济结构不
断优化。到 2014 年，服务业占地
区生产总值比重第一次超过工
业，达到 45.2%。去年上半年，全
省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
比重突破 50%。

在浙江服务业各领域中，以
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经济最为抢
眼，成为经济增长的“排头兵”。
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网络经济拉
动了整个三产，推动浙江在信息
数据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方面
领跑全国。

据了解，浙江是全国首个提
出打造信息经济大省的省份，通
过实施“互联网＋传统产业”，一
大批传统企业借助信息化、机器
换人正实现转型升级；开展“互联
网＋旅游”，全省 60%的旅游企
业在天猫、携程等平台上开设网
店；推进“互联网＋健康”，智慧医
疗、智慧养老造福千家万户⋯⋯预计到 2020 年，浙江信
息经济核心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将超过 3万亿元。

金融业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作为民营经
济大省，目前浙江已形成包括产业引导资金、产业并购基
金、创业投资基金等在内的多层次股权投资体系。同时，
浙江又是全国金融改革创新的前沿要地。温州首创民间
融资立法，台州率先成立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丽水试
水林权抵押贷款，打造更健全高水平的农村信用体系。

旅游业是支撑浙江未来发展的大产业之一。“十二
五”以来，浙江旅游业产值以每年超过 10%的速度增
长，旅游综合实力从 10 年前的全国第五位跃居前三。
根据规划，到 2017 年，浙江力争把旅游业培育成为总
投资、总收入均超万亿元的大产业。

以信息经济为代表的新产业、以“互联网＋”为代表
的新模式、以金融改革为代表的新试点、以旅游业为代表
的新业态，浙江的服务业跑出了“加速度”，已经成为新的
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带动区域经济提速发展。

服务业的“一马当先”，悄然引发了浙江产业结构的
嬗变。从产业内部结构看，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装备制
造、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9.9%、8.3%和 7.9%，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从投资结构
看，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6.3%，工业技术改造投
资同比增长 20.5%，快于全部投资增速；从出口结构看，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11.6%，高于全省出口增速。

本报北京 5 月 14 日讯 国家统计局
14 日发布了 4 月份工业生产、固定资产
投资、消费等数据。数据显示，今年 4 月
份，我国工业生产增速有所回落，但结构
调整继续取得积极进展；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有所回落，但投资结构处于持续改
善之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虽然
小幅回落，但总体上较为平稳。

具体来看，4 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比 3 月份回
落 0.8 个百分点。1 至 4 月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从环比看，4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
0.47%。

4 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4646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0.1%（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9.3%），增速比 3 月份
有所回落。

1 至 4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 农 户）132592 亿 元 ，同 比 名 义 增 长
10.5%，增速比 1 至 3 月份回落 0.2 个百
分点。从环比看，4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增长 0.72%。
（详见第三版）

补生态短板 促绿色转型
——河北唐山生态文明建设迈出新步伐

本报记者 雷汉发 宋美倩

4 月份工业、消费、投资数据出炉

经济结构优化态势正在延续

一季度实现增加值突破五千亿元服务业领跑浙江经济

贵州赤水河谷旅游公路近日正式开放运营。该公路

全长 150 余公里，起于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止于赤水市

区，将赤水河流域沿线的景区连成线，实现了“路、景、产”

融合发展。公路不仅设置了机动车道主线和自行车道慢

行道，还在部分地段设置了人行健身步道和景观步道。

图为贵州赤水河谷旅游公路。 本报记者 吴秉泽摄

近日，《苏州日报》头版头条刊出一则

消息：“僵尸企业”3 年内基本出清。根据

该市出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方案，

在去产能方面，将关停及实施低效产能淘

汰企业 2000 家。苏州把出清“僵尸企业”

作为化解过剩产能的实招，抓住了主要矛

盾。这种不等不熬的做法，令人赞许。

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总体态势符合预

期，但固有矛盾尚未缓解。一些市场化程

度较低、产业低端、结构单一的地区，经济

下行压力还在加大。与此同时，民营企业

投资下降，房地产泡沫、过剩产能、不良贷

款、地方债务等风险点也在增多。这些问

题，并非经济周期性矛盾的反应，而是供

给结构出现错配的结果。

一方面，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调

整。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

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

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资

源的全球经济大循环。各种复杂因素汇集，

致使国际市场需求空间更加狭小，竞争更为

激烈。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借机抬头，

我国出口持续受阻，外贸企业困难重重。

另一方面，庞大的内需市场缺乏有效

供给与之匹配。不仅大量关键装备、核心

技术、高端产品长期依赖进口，就连一些

有大量购买力支撑的消费需求在国内也

迟迟得不到有效供给。近年来，消费者将

大把钞票花费在出境购物、“海淘”购物

上，而与市场需求南辕北辙的“僵尸企

业”，却在消耗宝贵资源维持过剩产能，造

成财富双重流失。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过度依赖投资扩

张维持过剩产能支撑增长，不仅难以为

继，而且承受的风险和痛苦远比去掉这些

产能要更大、痛的时间也更长。举例来

说，“僵尸企业”亏损越大，拖欠的工资就

越多，职工对企业前途就越感到担忧，银

行风险也因此越积越严重。

“僵尸企业”与产能过剩，是因果关联的

一个整体。只有除掉“僵尸企业”这个“因”，

才能收获去产能这个“果”。然而，现实中有

一种担心，认为以处置“僵尸企业”为代价去

产能，会让一些地方原本就不活跃的经济更

加萧条，甚至导致较大的下岗压力，影响大

局稳定。因此，期望依靠扩张的办法做大新

动能的增量，稀释旧动能在结构调整中的比

重，以此换取两全其美的收获。这种愿望是

好的，但处置“僵尸企业”却不可因此一“等”

二“熬”。

眼下，新动力正处在起步期，短时间

内还挑不起大梁。针对当前经济增速、工

业品价格、实体企业盈利和财政收入下

降，以及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等突出矛

盾，中央有针对性地强调加大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力度。其中重要一条，就是把深化

改革作为主要抓手，以改善供给结构为主

攻方向，在积极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的同

时，下大力气做好处置“僵尸企业”的“减

法”，坚决去掉过剩产能。这样，才能为增

强有效供给提供更多宝贵的资源，为改善

供给结构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推动经济

结构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

需平衡跃升。

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化解过剩产能

的重要抓手，并非轻而易举可以做到。这

既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也需要咬

定青山的努力与实实在在的政策。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按照企业主体、政

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

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

有序处置； （下转第三版）

出清“僵尸企业”不能等不能熬
平 言

本 报 北 京 5 月 14
日讯 记者亢舒报道：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
数据，1 至 4 月份，全国
商 品 房 销 售 面 积 3.60
亿 平 方 米 ，同 比 增 长
36.5%，增速比一季度
提高 3.4 个百分点，比
去年全年提高 30 个百
分点；销售额 2.77 万亿
元，增长 55.9%，增速比
一季度提高 1.8 个百分
点 ，比 去 年 全 年 提 高
41.5个百分点。

随 着 销 售 市 场 持
续升温，房地产去库存
取 得 明 显 进 展 。 4 月
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
积 7.27 亿平方米，比 3
月 末 减 少 826 万 平 方
米，比 2 月末减少 1241
万平方米，已连续两个
月减少。其中，住宅待
售面积 4.51 亿平方米，
比 3 月末减少 894 万平
方 米 ，比 2 月 末 减 少
1546 万平方米，并低于
去年末的规模。

前 4 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继续加
快，先行指标大幅回升。数据显示，1 至
4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2.54 万亿
元，同比增长 7.2%，增速比一季度提高 1
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提高 6.2 个百分
点，呈现快速回升走势。

1至 4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到
位资金同比增长 16.8%，增速比一季度
提 高 2.1 个 百 分 点 ，比 去 年 全 年 提 高
14.2 个百分点，为 2014 年年初以来最高
增速；新开工面积增长 21.4%，增速比一
季度提高 2.2 个百分点，增速为 2011 年
11月份以来最高。

前四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逾三成

赤水河谷旅游公路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