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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朱 旌 沈 慧 报 道 ：
2016 年全球创新指数 8 月 15 日在瑞士
日内瓦发布，该指数显示中国首次跻身
世界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前 25 强，瑞
士、瑞典、英国、美国和芬兰依次占据榜
单前 5位。

2016 年全球创新指数由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美国康奈尔大学、英士国际商
学院共同发布。该指数的核心部分由全
球经济体创新能力和结果的排名组成，
涵盖 82 项具体评估指标。在今年的榜
单中，中国位列世界最具创新力经济体
第 25位，较前一年上升 4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示，在过去 9
年对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创新能力
的调查中，高度发达经济体在全球创新
指数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中国进入 25
强标志着中等收入国家的创新能力首次
达到了高度发达经济体水平。

在评估高校水平、科学出版物和国
际专利申请量的顶层指标“创新质量”
中，中国名列第 17 位，成为中等收入经
济体的领头羊。在 82 项具体评估指标
中，中国在高科技出口比例、知识型员
工、15 岁青少年能力（阅读、数学与科
学）评估、公司培训等 10 项指标中全球
居首；在全球性公司研发投入、知识与技
术产出、无形资产等方面优势显著。

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发布

中国首次跻身世界创新前 25 强

2016 年全球创新指数发布，中国

成为首个跻身前 25 位的中等收入经济

体。此前，高度发达经济体在全球创

新指数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

此次跃升成为全球创新领域的标志性

事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高锐

评价，从历史上看，中国大范围的创新

提升并不令人意外，直到 1800 年，中国

的科学技术仍处于卓越的地位，中国

创新的进展“是一场复兴”。

备受瞩目的创新复兴，彰显于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在基础研

究领域，我国科学家在量子通信、量子

反常霍尔效应、中微子振荡、铁基高温

超导、结构生物学、CiPS 干细胞等领域

取得一大批重大原创成果。在战略高

技术领域，我国涌现了载人航天、载人

深潜、超级计算、对地观测卫星、北斗

导航、大飞机等重大成就。

来之不易的创新复兴，在于多年来

高瞻远瞩的持续投入。正如报告分析，

排名靠前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模

式，即通过提供稳定的研发支出，保持

创新处于关键的优先地位。目前我国

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

经费投入国家，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

发经费与 GDP之比）已达到中等发达

国家水平，居发展中国家前列。我国研

发经费投入水平的提高为科技创新实

现“并跑”和“领跑”创造了有利条件。

不断加速的创新复兴，来自全面

深化、系统推进的科技体制改革。我国

科技资源配置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2015年全社会研发支出中企业支出超

过 77%，企业创新地位日益凸显。科技

计划管理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形成了

新的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体系，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新的项目形成机制基本建

立，实现科技创新的“全链条一体化”

部署。通过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法》，出台《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法>若干规定》，启动成果转移转化行

动，在下放成果处置收益权、强化对人

的激励、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加强技术

交易服务、促进成果信息公开等方面

实现重大突破。伴随制约科技创新的

体制机制障碍逐步破除，改革驱动创

新、创新驱动发展的成效日益显现。

近些年，对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外

部认可不绝于耳。日本2016年《通商白

皮书》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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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

部积极评价中，我们更应坚定创新自

信，认识到我国科技整体能力持续提

升，一些重要领域方向跻身世界先进行

列，某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领跑

阶段，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

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

我们要始终秉持自信，勇于挑战前沿科

学难题，深耕源头创新，掌握新一轮全

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

在多方掌声中，我们也应保持清

醒认知。我国许多产业仍处于全球价

值链中低端，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

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原始创新

能力有待加强，领军人才和高技能人

才缺乏，创新型企业家群体亟须发展

壮大，激励创新的市场环境和社会氛

围仍需进一步培育和优化。

近期，《“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

划》出台，描绘出未来 5 年我国科技创

新发展的蓝图。《规划》更加面向国民

经济主战场，面向科技前沿和重大需

求，从创新的全链条着手，发起了向科

技强国进军的号角。

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

落后。面对成绩，我们不应止步停歇，

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加快各领域科技

创新，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机，加速推

动中国创新复兴。

加速推动“中国创新”复兴
柯 芰

近年来，中国建材集团积极适应
经济发展新常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和企业发展规律，开展一系列市场化
改革，在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方
面进行了大胆探索，按照“规范运作、
互利共赢、互相尊重、长期合作”的“十
六字”混合原则，走出一条以国民共进
方式进行市场化改革和行业结构调整
的新路。

成立于 1984 年的中国建材集团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建材”）
是集科研、制造、流通为一体的大型
综合性建材产业集团，是国务院国资
委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落实董事会
职权的双试点企业。作为充分竞争领

域央企，该集团原本是一家底子薄、
资本金少的“草根央企”。2002 年以
来，面对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和行业

“多散乱”的双重压力，中国建材在
市场的倒逼下，一手抓行业整合，一
手抓资本混合，重组近千家民营等不
同所有制企业，走出了一条以国民共
进方式进行市场化改革和行业结构调
整的新路，迅速跃居全球最大的建材
工业制造商。集团董事长宋志平表
示：“与市场资源的联合、与社会资
本的混合这两大改革改变了集团的命
运，改革发展取得了实效。”

重组千家民企

中国建材的混改既是压力所倒
逼，也是企业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
业发展逻辑的主动选择。中国建材处
于充分竞争行业，水泥、玻璃等行业产

能严重过剩、布局分散、恶性竞争情况
较为突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加
快推进资源整合、结构优化和产业升
级成为中国建材集团成功“突围”、实
现快速发展的现实选择。

改革之初，为做大做强，中国建材
集团决定回归水泥等大宗建材行业，
但中国建材几乎没有水泥企业，怎么
办？集团通过与市场资源的联合和与
社会资本的混合两大改革改变了命
运，探索出资本运营、联合重组、管理
整合、集成创新的成长模式，解决了资
金从哪里来、资源从哪里来、规模效益
从哪里来、技术从哪里来的问题，在自
身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推动行
业实现从速度到质量、从规模到效益、
从快速粗放式增长到集约精益化增长
的转变。

2006 年前后，水泥行业面临产能
过剩、集中度低、竞争无序的“多散乱”

问题，华东等区域水泥行业恶性竞争
造成企业亏损严重。中国建材抓住国
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推进行
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短短几年
间，中国建材迅速重组近千家企业，一
跃成为产能 4.5 亿吨、全球规模最大的
水泥供应商，被媒体誉为“水泥大王”，
创造了世界水泥发展史上的奇迹。这
一大规模重组的实践入选哈佛商学院
案例。

由于中国建材带头推进联合重
组，我国水泥行业产能集中度从 2006
年的 16%增至 2015 年底的 58%左右，
重塑了竞争有序、健康运行的行业生
态。在联合重组的同时，中国建材带
头淘汰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推动行
业减量发展，积极倡导市场竞合，推动
自律限产、错峰生产，让产品价格回归
合理水平，有力地推动了水泥行业健
康稳定发展。 （下转第二版）

“ 混 改 ”改 出 新 天 地
——中国建材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

本报记者 李予阳

本报讯 记者魏劲松、通讯员陈航报
道：今年以来，湖北省各领域改革扎实有
序推进，全省年度改革项目工作台账基本
建立，22 个改革专项小组相继召开会议，
确定时间表、路线图。其中，由省发改委
牵头的《湖北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
大任务总体方案》已审议通过；省国资委
牵头的《进一步深化省出资企业改革的指
引》、省卫计委牵头的《湖北省推进分级诊
疗制度建设实施方案》等多项改革方案均
已印发执行。

改革的有效推进得益于湖北省今年
开始实施的重大改革项目“领衔制”。

“从今年开始，每位省级领导同志都要亲
自动手、提锅上灶，领衔推进一项重大
改革项目。”年初，在省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九次会议上，湖北省委主要负
责同志即向全省上下发出抓改革落实的
动员令。3 月 14 日，《湖北省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成员领衔推进重大改革项目
暂行办法》出台。目前，19 位小组成员全
部参与领衔重大改革项目，共领衔 23 项重
大改革项目和 3 项重大改革推广项目，做
到了“每个领导肩上有重大改革项目，每
个重大改革项目有领导领衔”。

领衔，不是简单挂名。省委副秘书
长、省委政研室（省改革办）主任赵凌云介
绍，所有领衔同志都有明确统一的责任，
主要负责重大改革项目全过程的组织实
施，必须亲自抓落实，确保见实效。据介
绍，领衔同志的重点工作包括：主持项目
启动，每月一次听取牵头单位汇报、研究
部署下月工作，定期对项目开展督察，参
与项目考评，主持结项总结，部署试点推
广等。“这意味着，湖北重大改革项目抓落实的‘第一责任主体’从过
去的‘专项改革领导小组’一群人，明确为现在领衔项目的省领导一
个人，从制度上解决了‘到底谁来抓落实’这一核心问题”。

改革难，难在统筹兼顾各方利益，难在自我革命，自我削权。“领
衔制”正是探索突破部门利益藩篱，形成改革合力。以全省自然资源
资产负债表编制试点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重大改
革为例，事关绿色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涉及环保、统计、审计、财政、
农业、水利、林业、国土、科技、住建、测绘等十几个部门，似乎谁都可
以管，谁都可以不管。

“领衔制”下，知责明责，各负其责。一名领导干部领衔，一个单
位牵头抓总，一名改革办负责人跟踪服务，一批参与单位支持配合，
一个智库（或若干名专家）配套支撑，“五个一”高效运行。

一个个突破，一个个落实，为湖北趟出一条改革新路。截至目
前，今年由省领导同志领衔推进的 26 项重大改革项目中，已有 14 项
正式启动。

在“领衔制”的带动下，全省上下动起来了。各地各级干部努
力打通改革的“最后一公里”。宜昌市启动集生态综合守护、生态
产业发展、生态公民建设为一体的长江生态治理“宜昌试验”，取
得实质性进展；黄冈市推行 《黄冈市“2022”重大改革项目计
划》，构建黄冈市领衔重大改革项目工程体系，夯实发展根基；来
凤县“四项机制”改革，打造作风建设升级版，同步建立的容错免
责机制、干部能上能下机制、干部召回机制，剑指为官不为，保障
事业有为、担当干事。

从制度上解决

﹃
谁来抓落实

﹄
的核心问题

湖北

：
﹃领衔制

﹄
促改革落地有声

本报北京 8 月 16 日讯 中
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与香港证
监会主席唐家成今天在京签署
联合公告，原则批准深圳证券
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 任 公 司 、 香 港 中 央 结 算 有
限 公 司 建 立 深 港 股 票 市 场 交
易 互 联 互 通 机 制 。 这 标 志 着
深 港 通 实 施 准 备 工 作 正 式
启动。

根据双方签署的《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 香港证券及
期 货 事 务 监 察 委 员 会 联 合 公

告》，深港通开通后，内地与香港
之间的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
机制将包括沪股通、沪港通下的
港股通、深股通、深港通下的港
股通 4个部分。

根据公告，深港通不再设总
额度限制，沪港通总额度即日起
取消。深港通每日额度与沪港
通现行标准一致，即深股通每日
额度 130 亿元人民币，深港通下
的港股通每日额度 105 亿元人
民币。双方可根据运营情况对
投资额度进行调整。

（详见第五版）

深 港 通 正 式 获 批
不再设总额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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