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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世界强国云谲波诡的军事较量，
我们的国家应该如何发展自己的防御坚
盾？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党和国家领导
人就曾郑重提出反导防御问题，此后，一
代代科研人员披荆斩棘、点火拓荒，为了
垒起大国博弈的砝码、为了筑起国家安全
的盾牌，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智慧。

半个世纪以后，在祖国西北广袤的荒
漠戈壁上，随着轰天巨响震彻夜空，中国
首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终于迎
来了历史性的时刻。西北某基地研究员、
反导试验靶场副总设计师陈德明激动地
从座位上跳起来，兴奋地挥了挥拳头，这
一刻，一个国防科技工作者最初的梦想和
最后的坚持就如同这灿烂而炙热的火光，
在无限辽阔的天空中留下了一道不可磨
灭的轨迹。

只有荒凉的大漠 没有荒芜的人生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心驰神往的地
方，或许是影片中美不胜收的画面，或许
是梦境中摇曳多姿的风景⋯⋯而在青年
学生陈德明的心中，也有一片美丽而神圣
的热土，让他每每想到就会热血沸腾、热
泪盈眶。

当时就读于国防科技大学的陈德明
早就听说，在祖国西北大漠深处，有一支
英雄的部队，那里曾经发射过我国第一枚
国产地地导弹，也曾把我国第一枚远程运
载火箭成功送抵太平洋；那是老一辈科研
人精神的故乡，也是中国导弹武器事业未
来的希望。

毕业那年，带着对导弹武器事业的无限热情，陈德明携笔从
戎，奔向茫茫大漠。一列绿皮火车，载着他和几捆书、简单的行囊
还有导弹腾飞的梦想。

绵延 500 公里，没有笔直的孤烟，只有刮不完的风，望不尽的沙。
“这是一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面对同行战友自我解嘲般地评
论，陈德明的内心却在狂喜：“这是一个神圣而伟大的地方，这一定会
是自己建功立业的沃土！”

沙漠，的确是一个消磨人类斗志和勇气的地方。让很多人绝望的
不仅仅是恶劣的自然条件，还有当时各项科研设施相对落后的工作环
境。面对那仅有的一台老旧电脑，陈德明的心里凉了半截。更让他无
所适从的是，第一次参加任务，面对陌生的“任务窗口”，他能找到的唯
一参考资料，竟然是一篇掉了好几页的论文。

“正是因为要摆脱这种落后的局面，我们才会来到这里。”每当绝
望无助的时候，看一看荒漠中倔强的胡杨和用力生长的骆驼刺，陈德
明仿佛又找到了初心和前进的动力。

大漠荒凉，但是人生不能荒芜！什么时候能拿出像样的科研成果
为祖国导弹武器事业助力？这个信念就像一团烈火在胸膛燃烧，让他
在荒漠戈壁的每一天内心都充满虔诚和力量。 （下转第二版）

热血铸就防御坚盾

—
—记西北某基地研究员陈德明

本报记者

姜天骄

陈德明（右一）与团队成员进行某任务弹道定轨预报分析（资料照

片）。 李玉建摄 （新华社发）

这是一组惊人的数据：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
达到 9%，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超过 90%，自主知识产权产品产值占全部高新技术
产品产值的比重超过 70%；

这是一串响亮的名字：任正非、侯为贵、马化
腾、汪滔、李锂、徐航、高云峰、陈志列、徐少春；

这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片孕育创新
和梦想的沃土，一片制造传奇和精彩的热土。

这个“弹丸之地”——规划面积 11.5 平方公里、
工业用地 3.28 平方公里，如何崛起为全球创新高
地？请与《经济日报》记者一同走进深圳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寻访“春天故事”里的创新密码。

厚植沃土 创新氛围浓

从一个想法到公司全球价值突破 30 亿美元，
需要多久？刘自鸿只用了 4年时间。

23 岁清华大学毕业，26 岁获美国斯坦福大学
电子工程博士学位，2012 年创建柔宇科技，从事

下一代新型电子信息显示技术、产品研发。如
今，柔宇研发的新型超薄彩色柔性显示屏厚度
0.01 毫米，卷曲半径仅 1 毫米，轻轻一扇就能飘
起来。

“没有大手笔的启动资金，甚至连办公门牌也
没有。”回忆当年在深圳的创业情景，刘自鸿在微博
中感慨万千。

（下转第三版）

深圳高新区：“春天故事”里的创新印记
本报记者 沈 慧 杨阳腾

图为在深圳湾创业广场举办的创客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沈 慧摄

①

开栏的话 国家高新区已成为我国依

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走 中 国 特 色 自 主 创 新 道 路 的 一 面 旗 帜 。

2015 年，146 家国家高新区共实现营业收入

25.37 万亿元，“十二五”期间实现年均增长

17.4%，对稳定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

今夏，《经济日报》多路记者分赴北京、广州、

深圳、杭州、宁波、济南等地的国家高新区，

深入调研，采撷创新发展新风貌，探究提质

增效新路径。从今日起，本报推出“调结构

转方式·国家高新区调研行”系列报道，带领

读者一起感受创新驱动的时代力量。

今年以来，创新愈加成为经济发展脉动中的强
音。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国内经济面临较大下行
压力之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了一批经济发展新
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持续走强。

在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下，我国高技术产业快
步发展，工业向中高端加速迈进。日本 2016 年

《通商白皮书》 判断，中国已经赶超日本成为亚洲
“价值”发源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美国科学
与工程指标》 显示,中国已成为不容置疑的世界第
二研发大国，高技术制造增加值世界第二。据 《国
家创新指数报告 2015》，在研发经费投入总和占全
球总量 97%以上的 40 个国家中，我国创新指数排
名第 18 位，比上年提升 1 位，与创新型国家的差

距进一步缩小。
上半年，助推创新驱动的改革不断提速。《国

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出台，创新驱动发展有
了清晰系统路线图；科技成果转化加速推进，为科
研人员创新创业松绑加力；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改革
走向深入，让科技管理告别“九龙治水”；创新创
业环境日益完善，双创热潮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5 月 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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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科技界的历史性聚首，吹响了
中国创新发展的新一轮号角。

尽管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但依然面临诸
多挑战。比如，许多高技术产业领域的关键零部件

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不少企业仍在产业链低端进
行跟踪模仿，缺乏自主创新和世界品牌。以芯片产
业为例，我国每年在芯片进口上花费 2000 多亿美
元，与每年进口石油的花费差不多。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不能仅仅局限于跟踪消化吸收，必须依靠
原始创新。

企业强则产业强。要进一步实现创新驱动，
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必须强化企业的技术创新
主体地位。当前，在全社会的研发投入中，超过
7 成来自企业。然而，根据最新发布的 《中国区
域科技进步评价报告 2015》，有 21 个地区的企业
技术获取和技术改造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
重低于上年。 （下转第三版）

年中经济观察 

创新驱动提速 高新产业发力

□ 本报记者 董碧娟

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最新发布的《2016 经济可

持续发展评估》报告对各国的民生福祉指数进行了

分析，中国福祉改善指数得分为 97.5，改善程度在所

有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二。应该说，来自国际社会

的这一观察，与中国普通百姓的切身感受得到了相

互印证。一个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环的中

国，正以其锲而不舍的努力赢得世界赞誉。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关系国运。消除贫困、改善

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

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

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追求“有温度的发展”，着力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并将民生改善视为最大的

政绩。“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

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

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

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

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2012年 11月 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外

记者见面会时所讲的这段话，充分展现出新一届中

央领导集体的民生情怀与担当。

近年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尽管财政收入增长放

缓，支出压力加大，但我们坚持以人为本,持续增加民生

投入，保基本、兜底线、建机制、织密网，该给群众办的实

事一件也没有少，民生“大礼包”不断发出：着力扩大就

业创业、实施精准扶贫、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

加快推进医疗改革、保障性住房覆盖面快速提高、社会

保障体系逐步健全、收入分配制度不断完善、家庭财产

稳定增加、生态环境日益优化⋯⋯党和政府从人民群

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真心诚意地为

人民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一件事情接着一件

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民生改善持续取得新进展。

今年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情况再次证明了这一

点。据统计，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886 元，实际增长 6.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050 元，实际增长 6.7%；城镇新增就业 717 万人，完

成全年计划目标的 71.7%；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05%，保持在较低水平；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到

9.19亿人，覆盖 66.9%的人口⋯⋯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

新起点。民生改善是一项长期、系统、艰巨的工程，

尤其是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下，民生保障面临严

峻挑战。一方面，我们要通过改革创新，以更高质

量、更可持续的发展来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另一方

面，越是困难时期，越要守住民生底线，发挥好社会

保障的社会稳定器作用，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让群

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的奋斗目标凝心聚力。

以人为本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
萃 华

探寻光启的创新密码 10 版

欧盟“国际价格”方案换汤不换药 4 版

中国渐成亚洲“价值”高地 5 版

本报柏林电 记者王志远报
道：德国媒体近日援引美国波士顿
咨询公司最新调查报告称，中国经
济快速发展带来民生福祉改善力度
之大，居全球第二位。该报告的核
心观点认为，不能仅以 GDP 来衡量
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从民生福祉
指数角度来看待发展更为重要。

这份名为《2016 经济可持续发
展评估》报告共调查了全球 163 个
国家和地区，通过第三方数据分析，
从全球角度衡量各国在民生福祉方
面的现状以及发展。

报告显示，今年中国的民生福
祉指数（“当前水平得分”）在其调查
中位列第七十三名，相比去年上升
了 3 个名次。尤其在民生福祉改善
指数（“近期进展得分”）方面，中国
获得了 97.5 的高分，不仅高于全球
平均值（49.1），更在所有国家和地
区中位列第二。该组织的媒体公关
协调人马利克·巴尔特斯对德媒表
示，中国的福祉指数改善程度在所
有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二，“对中国
人民而言真的是一个好消息”。

报告认为，随着经济快速增长，
中国在创造民生福祉方面持续取得大幅进步。这一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健康、教育和基础设施三个投
资要素指标中成绩远超世界其他国家。

波士顿咨询公司自 2012 年以来每年发布相关
报告。该评估结果包含经济、投资、可持续性三大要
素，以及收入、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保健和环境等十
大民生福祉指标。

德国媒体援引最新调查报告称中国福祉指数改善力度全球第二

抓住G20峰会的历史机遇，“诗画江南”杭州正在实现一次崭
新的“蜕变”。变得更美的，不仅是城市风貌，杭州经济也在华丽转
身。一方面淘汰落后产能，一方面大力发展“信息经济”，创业创新
孕育新动能。杭州，这座流淌着智慧、创意和财富的城市，正全力
拥抱新经济。 （详见第三版）

杭州：“诗画江南”拥抱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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