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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依靠消费拉动
的特征愈加明显。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
示，1 月至 4 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同 比 增 长 10.3% ，继 续 保 持 较 快 增
长。从一季度核算数据看，最终消费支
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84.7%，消
费对增长的贡献率比上年同期提升 22
个百分点。

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
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消费已成为经济
增长的主动力，信息、绿色、住房等六
大消费工程持续推进，旅游、文化、健
康、养老、体育等五大幸福产业加快发
展，新能源汽车消费快速扩展。从这些
情况来看，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明显提升。认识到这种新形

势，进而下大力气调动消费的潜力，加
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满足消费升级
需求的高质量服务，将成为我国下一阶
段扩大消费形成较强发展动力的重点
内容。

消费市场运行在今年保持了平稳的
态势。商务部数据显示，监测的 5000 家
重点零售企业销售额月度增速已连续两
个月回升。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呈现出几
方面较为明显的特征。

首先，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继续
保持较好增长态势，网络零售占比进一步
提升。1 月至 4 月，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25.6%，增速虽较一季度微降 0.3 个百分
点，但其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升
至 11.1%，较一季度提高 0.5个百分点。

其次，全国餐饮行业延续了去年以来
的回暖势头，餐饮收入增长明显加快。随
着餐饮企业进一步转型升级，再加上天气
转暖出行增多，4 月份全国餐饮收入增长
11.6%，增速较上月加快 0.2个百分点。

再次，升级类商品热销，时尚家电受
欢迎。随着品质消费理念深入人心，消
费品升级换代需求增加。4 月份，商务部
监测的重点零售企业 4G 手机、超高清
4K 电视、对开门电冰箱销量同比分别增
长 10.4%、12.6%和 9.5%，分别比手机类、
电视类和电冰箱类销量增速高 12.3 个、
11.5个和 9.2个百分点。

此外，消费价格水平保持平稳，蔬菜
价格明显回落。4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
水平同比上涨 2.3%，涨幅与上月持平，较
上年同期扩大 0.8个百分点。

短期来看，随着国内消费品产业升
级、支持个人信贷消费等政策陆续实施
和夏季旅游旺季的到来，预计我国消费
市场将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长期来看，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关键阶段，供给结构、供给质量
不适应居民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消费结
构加快升级要求的矛盾，制约了消费对
经济增长基础作用的发挥。唯有积极发

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
给，才能在更高层次上推动供需矛盾的
解决。

今年 4 月中旬，国家发改委等 24 个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消费带动转型
升级的行动方案》，重点围绕 10 个主攻
方向，提出了城镇商品销售畅通行动、农
村消费升级行动、居民住房改善行动、汽
车消费促进行动、旅游休闲升级行动、康
养家政服务扩容提质行动、教育文化信
息消费创新行动、体育健身消费扩容行
动、绿色消费壮大行动、消费环境改善和
品质提升行动等“十大扩消费行动方
案”，其目的就在于努力增加高品质商品
和服务供给，充分发挥供给满足需求、创
造需求的作用，不断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促进居民消费扩大和升级。

我们相信，随着各项促进消费的政
策措施逐步贯彻落实，新消费的引领作
用必将得到充分发挥，为经济社会发展
增添新动力。

2016 年 5 月 30 日，是一个特殊的
日子。

这一天，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
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步召开。这场科
技界的历史性聚首，预示着创新中国正
在翻开新的篇章。

机遇：创新把世界拉平

他是没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副教授，
供 职 的 河 北 科 技 大 学 既 非 985 亦 非
211，但韩春雨带领团队发现的 NgAgo
技术，一经发布便轰动世界，有望成为新
一代“基因剪刀”。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韩春雨指着自
己实验室里的电脑说：“有网络，世界就
是平的。信息扁平化给了研究者更多机
会，坐在这间实验室里和坐在 MIT（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里没什么本
质区别。”

韩春雨的故事是创新拉平世界的典
型案例。拉平了世界的计算机网络技
术，是上世纪最伟大的创新之一，给人们
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也给新世纪的科技创新带来了更多
更好的机遇。

当创新带来技术革命，带来人类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巨变，国家力量也由
此发生兴衰演变，世界就有了重新洗牌
的可能，后进可能赶超先进，历史将被带
入全新的时空。

体制机制变革释放出的活力和创
造力，科技进步造就的新产业和新产
品，是历次重大危机后世界经济走出
困境、实现复苏的根本。从 2008 年开
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疲软，催生
了工业 4.0、再工业化的呼声，“互联
网+”、分享经济、3D 打印、智能制造
⋯⋯当网络与移动结合，当智能和制
造联姻，人类经济社会面临一次前所
未有的转型。

从 2009 年至今，美国先后推出三
版 《美国国家创新战略》，欧盟通过

《欧洲 2020 战略》，日本发布 《数字日
本创新计划》 ⋯⋯世界列强已集体吹响
了向科技革命进军的创新号角，迫切希
望通过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国又
岂能置身局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
出的，机会稍纵即逝。抓住了就是机
遇，抓不住就是挑战。我们必须增强忧
患意识，敏锐把握世界科技创新发展趋
势，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机遇，不能等待、不能观
望、不能懈怠。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旗帜鲜明地提
出，“创新驱动就是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

激 烈 的 国 际 竞 争 中 ， 唯 创 新 者
进 ， 唯 创 新 者 强 ， 唯 创 新 者 胜 。 创
新，将促使我们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
业革命正在创造的历史性机遇，驱动
国运昌隆。

积累：创新让文明复兴

机遇，只留给有准备的人。而准备，
由丰厚的积累而来。

中国曾是科学发达的文明古国，却
在近代落后挨打，其重要原因就是与历
次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导致科技和国力
的双重羸弱。

新中国成立后，科技创新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1956 年，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

子问题会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现代
科学进军”的号召，中国科技工作者奋发
图强，取得了“两弹一星”等世界瞩目的重
大科技成就。

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
深刻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此后进
一步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中国迎来科学的春天。

1995 年 ，在 全 国 科 技 大 会 上 ，以
江 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
领导集体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此后 10 年间，我国科技事业迅猛发展，
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200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
京召开全国科技大会，以胡锦涛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提高自主创新
能 力 、 建 设 创 新 型 国 家 的 重 大 战 略
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创新
驱动发展”定为国家战略，将创新发展置

于五大发展理念之首，我国科技创新事
业翻开了新的篇章。

嫦娥携玉兔奔月，北斗开始全球组
网，天河二号获世界超算六连冠，高
铁、核电等高端装备迈出了“走出去”
的步伐！

国际科技论文数量稳居世界第二
位，被引用次数从 2010年的第八位攀升
至 2015 年的第四位，国内专利申请量和
授权量已居世界第一和第二。

从“向现代科学进军”到“科技是第
一生产力”，从“科教兴国”到“建设创新
型国家”再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国
人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走出了一条中
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这 60 多年矢志不渝的创新历程，凝
聚出一份厚重的传承和积累。正是这样
的积累，让我们获得了参与世界科技创
新变革的入场券，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成为可以实现的中国梦。

（下转第二版）

消费成中国经济增长主动力
本报记者 冯其予

创 新 驱 动 国 运 昌 隆
——写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九大”同步召开之际

本报记者 佘惠敏

据新华社上海 5 月 29 日电 （记者张建松） 世界首
台 AP1000 核电机组——三门核电站 1 号机组日前成功完
成冷试，全面进入系统联调阶段。这标志着我国 AP1000
三代核电自主化依托项目取得重要突破。

记 者 从 总 部 位 于 上 海 的 国 核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获 悉 ，
AP1000 非能动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从美国西屋公司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第三代核电技术。三门核电站 1 号
机组在冷试过程中，反应堆冷却剂泵（主泵）运行良好，振动
和噪音非常低，各项参数满足要求。冷试的成功完成，为后
续的热试、装料及并网发电打下了坚实基础。

新华社北京 5 月 29 日
电 经中央军委批准，为帮助
广大官兵全面深入学习贯彻
习主席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
改革重要论述，中央军委深
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
组织编印了《习近平关于深
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重要论述
摘编》。该书内容，摘自习主席
2012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1
月期间的讲话、批示等重要
文献，集中体现了习主席改
革强军重大战略思想。近
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下
发《关于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
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重
要论述摘编〉的通知》，对部
队学习使用提出要求。

通知指出，认真学好用
好《习近平关于深化国防和
军队改革重要论述摘编》，对
于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国防和
军队建设重要论述，进一步
凝聚拥护支持改革的意志力
量，为改革强军提供坚强思
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要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强烈
的政治责任感，把学习贯彻
习 主席国防和军队建设重
要论述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
务，不断激发学习贯彻的热
情动力，引导广大官兵在系
统学习、领悟要义、看齐运用
上下功夫，真正做到坚定信
心、凝聚意志，统一思想、统
一行动，自觉拥护改革、支持
改革、投身改革。

通知要求，要把《习近平
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重
要论述摘编》，作为党委中心组学习、部队思想政治教育
和院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教材，有计划地组织学习。
要针对官兵认知特点，用官兵听得进的话语、喜闻乐见的
形式，把理论讲生动讲明白，在潜移默化中入心入脑。要
围绕官兵关注的热点问题搞好阐释解读、答疑解惑，帮助
官兵深化理解。军队新闻媒体要加大宣传力度，不断浓厚
学习氛围。

经中央军委批准
《习近平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重要论述摘编

》印发部队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通知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认真组织学习

我国三代核电自主化依托项目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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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科考人员从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向阳红

09船”下船。当日，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向阳红09船”从

西北太平洋返航抵达厦门，蛟龙号圆满完成了2016年试验性应

用航次第一航段的科考任务。 新华社记者 潘 洁摄

蛟龙号圆满完成今年第一航段科考任务

从华为向苹果许可专利说开去 1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