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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多年前，“三天一层楼”的“深圳
速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如
今，“一天 46 件发明专利”的“新深圳速
度”正成为中国新一轮深化改革开放，
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
型，从速度发展向质量发展迈进的新
标杆。

质量优先，探索可持续
增长新路子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
“试验田”，凭借“深圳速度”，深圳特区
创造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奇迹；而今，
依靠对质量的高要求，深圳发展正迈
向新的高峰。

统计显示，2015 年，深圳国内专利

申请量已突破10万大关，达105481
件；深圳国内发明专利授权达16957
件，同比增长 40.84%，平均一天就
有约 46 件发明专利获得授权。至
2015 年底，深圳累计国内有效发明
专利 83903 件，专利密度已达到每
万人73.74件，居全国各大中城市榜
首。不仅如此，从全球知识产权优势
来看，深圳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已
连续 12 年居全国各大城市首位，
2015 年达到 13308 件，占国内企业
和个人申请总量的46.86%。

发明专利的井喷，得益于近年
来深圳经济发展由追求速度向追求
质量的转变。“质量是生产力，质量
是竞争力。”深圳市市长许勤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经济发展中，速

度和质量是辩证统一的。如果只是
为了追求规模与速度，到了一定时期
会失掉速度。追求质量，才能带来更
加长远、更加可持续的速度与增长。

早在 2010 年 10 月，深圳就印发
了《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
定》，提出了“深圳质量”的概念，着手
探索一条从“比速度、比规模”，到“比
质量、比效益、比结构、比可持续”的

“质量型发展”的新路子。从首次明
确提出“深圳质量”理念，到把“有质
量地稳定增长，可持续地全面发展”
确定为“深圳质量”的总要求，再到逐
步形成标准、质量、品牌、信誉“四位
一体”的推进路线，深圳整整花了 5
年时间探索。

5 年中，为了将质量落到实处，深

圳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大标准”的概
念。2014 年，深圳市委、市政府提出
打造“深圳标准”，铸造“深圳品牌”，
树立“深圳信誉”，提升“深圳质量”。
2014 年底，深圳市第五届人大会议
通过了《关于加强标准建设若干问题
的决定》，将“深圳标准”建设纳入法
律 范 畴 ，成 为 深 圳 发 展 的 大 战 略 。
2015 年，深圳市政府以 1 号文件发布

《关于打造深圳标准构建质量发展新
优势的指导意见》及行动计划，提出
了一条标准先行、创新驱动、内生增
长、绿色低碳的质量型发展新路，将
标准建设作为“深圳质量”的重要抓
手，通过“标准”将“质量”量化、规范，
以“高标准”来实现“高质量”。

（下转第二版）

看过里约奥运会开幕式，“惊喜”

成了不少观众评价的主基调。

说到惊喜，与此前的舆论批评带

来的过低预期不无关系。里约奥运

会筹备期间，先是遭遇经济衰退，然

后是政局动荡，各种硬件软件状况百

出。奥运临近，种种负面新闻满天

飞，引发了世界范围的质疑。与情绪

先抑后扬的效果相类似，当一个特色

鲜明活力四射的开幕式顺畅地呈现

在世界面前时，整个奥运会的氛围为

之一振，这个超预期的开幕式也就水

到渠成般收获了人们的掌声。

再说惊喜，是因为人们目睹了一

个花小钱办大事的成功案例。里约奥

运会手头不宽裕是事实，但用伦敦奥

运会开幕式十分之一的预算能办出一

场怎样的开幕式，观众和媒体心里都

没谱。当谜底解开，人们看到了一个融

合了南美文化和巴西创意的热情奥林

匹克，看到了一场美得动人、酷得震撼

的高水平开幕式。可以说，奥运会在南

美大陆的第一次落地大放异彩，这样

的特色和水准足以震惊世界。在众所

周知的严峻挑战面前，巴西人没有勉

强去追求高大上的华丽，也没有忽略

奥运会开幕式的视觉效果和观众期

待，成功地实现了以小博大、以小动

人，务实而有创意地为全世界奉献了

一场独具特色的视觉盛宴。里约对奥

林匹克的诚意不容置疑，里约在逆境

中的努力同样值得尊重。

每个奥运会开幕式都是独一无

二的艺术精品，都是举办城市和所在

国家智慧、文化和创意的结晶。比较在

所难免，结论却是见仁见智。北京奥运

会气势恢宏，里约奥运会小巧精致，只

是风格不同而已，并无优劣高下之分。

喜欢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东方式审美内

涵的，未必欣赏舞台剧般跳脱灵动的

伦敦风格；钟情英伦文化特质的，不一

定青睐巴西文化。这些各具魅力的文

化得以平等地呈现交流，恰恰是奥林

匹克这个世界大舞台的魅力和生命力

所在。

毕竟都是在奥林匹克旗帜下的

演绎，在表现风格各具特色之外，历

届奥运会开幕式更有着不少的神似。

比如对本国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彰显，

是历届奥运会开幕式的共同选择。北

京奥运会对厚重的中华文明的艺术

化展示令人神往，伦敦奥运会充满

自信地介绍了英国历史文化成就，

里约奥运会对巴西的多元文化和

热情桑巴的展现同样令人印象深

刻。再比如代表着希望和可持续发

展的绿色理念，更是从北京、伦敦

到里约奥运会一脉相承的理念，传

达出人类对共同命运的关注和探

索。对奥运精神的诠释更是不二主

题。无论对更快更高更强的不懈追

求，还是对重在参与、公平竞争的

鼓励，都超越了语言和肤色，成为

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世界已经进入里约时间，我们

将看到一届与以往不同的更节俭也

更朴实的奥运会。奥运会的转型或

将由此拉开序幕，一个朴素的舞台

可以更纯粹地展现体育和文化的魅

力，可以更专注地向世界传递奥林

匹克精神。热爱体育的观众们，也

请摘去奢华预期的有色眼镜，放下

完美的放大镜，善意理解和享受里

约独一无二的桑巴热舞。

（更多报道见第四版）

独特文化魅力绽放奥林匹克舞台
姜 范

引 领 转 型 发 展 新 征 程
——“ 深 圳 质 量 ”系 列 报 道 之 一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沈 慧

旗手雷声引领中国奥运代表团入场。当地时间8月5日，第31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马拉卡纳体育场举行。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第三十一届夏季奥运会在里约热内卢开幕
中国代表团416名运动员参赛，创境外参加奥运会运动员数量之最

本报北京 8 月 6 日讯 记者
陈建辉今天从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五院获悉：今日凌晨，我国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
火 箭 ，成 功 发 射 了 天 通 一 号 01
星。天通一号 01 星是由航天科技
集团公司五院负责研制的我国首
颗移动通信卫星，被誉为“中国版
的海事卫星”。其成功发射标志着
我国进入了卫星移动通信的手机
时代，填补了国内空白。

五院天通一号卫星总指挥边
炳秀介绍，天通一号卫星技术指标
与能力水平达到国际第三代移动
通信卫星水平，能够满足用户多样
化通信需求。据了解，相比地面移
动通信系统，移动通信卫星系统可
以自上而下实现区域的全覆盖，不
受地形等因素的影响。据统计，全
国地面移动通信覆盖率不足国土
陆地面积的 10%，像中国南海这
样广阔的区域地面移动通信就更
难以实现全覆盖。

在应用方面，当发生类似汶
川地震、今年南方洪灾等严重自
然灾害、地面通信设施严重受损

的情况时，天通一号卫星可以确
保应急通信；另一方面，天通一
号卫星能够实现对海洋、山区和
高原等地区的无缝覆盖，将有效
解决目前我国移动通信覆盖不足
的难题，对海上石油勘探开采、
森林防护等通信能力提升有重要
帮助，乘坐飞机旅行时的上网交
流也将成为可能。

在技术层面，天通一号卫星成
功发射，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地球
同步轨道移动通信卫星俱乐部。
天通一号在设计上引入三维数字
化设计技术，采用了单机集成设
计、混合集成电路等技术，集成多
种信息处理功能，用一台单机就可
以实现过去多台单机完成的任务，
有效提高了卫星效能。

此外，天通一号卫星的设计能
力、平台技术、载荷技术、基础元器
件、原材料和地面仿真实验验证技
术，达到了较高的技术水准，其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天线技术以及
元器件、原材料、设计验证方法等，
都可以广泛应用到其他型号的卫
星研制中去。

“中国版海事卫星”发射成功
将有效解决我国移动通信覆盖不足难题

一台价值数百万元的扫描电子显微
镜，曾让北京北方微电子基地设备工艺研
究中心有限公司为难：买吧，价钱贵不说，
可能用完一个项目就闲置了；不买，科研
任务又难以完成。左右为难之际，清华大
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中心实验室帮
了一个大忙。借助实验室的高精尖设备
和专业服务，北方微电子公司只花几百元
的测试服务费就解决了难题。

这家企业之所以能够享受到这种便
捷服务，正是得益于重大科研设施和大型
仪器加快向社会开放的改革。这一改革，
只是近年来我国系统推进的科技体制改
革中的一环。中办、国办去年印发《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为我国科技体
制改革画出了一张措施有力、脉络清晰、
操作有序的“施工图”。一年来，我国各项
科技体制改革举措不断细化落实，制约科
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逐步破除，创新驱
动加速破冰前行。

从散碎重复到统一高效——

重构科技资源配置方式

“用如履薄冰来形容一点不过分。我
们有压力，但更有信心做好。”中国 21 世纪
议程管理中心主任郭日生的这句话道出
了专业机构全面接手国家科技计划管理
的心声。虽然此前这些第三方机构承担
过国家科研项目的具体管理工作，但评审
出来的结果到底会不会被立项，并不是由
他们而是由政府机关来决定。国家科技
计划管理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政府
不再直接管理项目，而是交由第三方专业
机构接手，以破除科技计划“碎片化”和利
益固化问题。

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相关负责
人 日 前 接 受 《经 济 日 报》 记 者 专 访 时
说：“全面推进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
革是当前科技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重中
之重，重点解决资源碎片化和战略目标
聚焦不够的突出问题，全面重构科技资
源配置方式。”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成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由 31 个部
门组成的国家科技计划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已成为凝聚共识、支撑决
策的重要平台。原有分散的 100 项科技计划已优化整合了 89 项，形成了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构成的 5 类科技计划基本格
局。新的科技项目实行产学研用一体化组织实施，凝练形成 59 个重点研
发专项，现已启动 42 项。此外，改革完善科研项目资金管理制度，更多下
放经费管理权限，实施精简高效监管。

各地也不懈探索，不断深化地方科技计划管理改革——
浙江研究出台重大科技专项竞争性分配管理办法，主动设计 14 个重

大项目开展社会公开招标；全面启动科技云平台“阳光工程”建设，基本实
现科技项目和经费全过程、痕迹化管理。

安徽建立“企业先投入、市场再评价、市县先补助、省里后补助”的机
制。科技部门不直接受理企业申报，不直接裁量科技项目，不直接前置拨
付科技经费，全面取消行政自由裁量权。

河北建立跨部门的财政科技项目统筹决策和联动管理制度，协调推
进项目申报、评审、评估、监管等工作，实施科研信用评级分类管理，将不
良信用记录者纳入“黑名单”。 （下转第三版）

﹃
创新驱动

﹄
加速破冰前行

—
—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本报记者

董碧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