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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
术产业保持 10%以上的增长速度；网
上零售额增长 26.1%；新能源汽车产
量 增 长 83.7% ⋯⋯ 这 一 系 列 数 据 表
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正在加快
成长。

近年来，“中国制造 2025”，“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等一系列
发展目标和引导政策，为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而
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领头羊作用日益
明显，旧产能也在淘汰老弱低效中加
速改造升级。

新结构更优

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
比重是 52.8%，比去年同期提高 1.6 个
百分点，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第一大
产业和就业第一主体的优势更为明
显。“我国经济逐步由工业主导向服务
业主导转变，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
迈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副
主任、研究员来有为表示，前三季度，
文化、金融保险、交通运输、电信、商
贸、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旅游、住宿、
餐饮等重点服务行业走势平稳或稳中
有升。可以说，服务业发挥了国民经
济稳定器的作用，支撑和带动了我国
经济增长。

比如，在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带动
下，快递业增速提高，今年 1-9 月份全
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211
亿件，同比增长 54%；业务收入累计完
成2703.7亿元，同比增长43.9%。

工业领域的结构调整也正取得积
极成果。“今年以来通过实施‘中国制造
2025’，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
业结构调整不断优化，新动力加速培
育。”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副局长黄
利斌表示。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
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秦海林表示，节能
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
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
等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细分行业里如
集成电路、新型平板显示、3D 打印、机
器人、云计算和大数据等，都在增长速
度和产值方面领先平均水平。一方
面，国家政策和资金对这些领域更加
倾斜，引导地区和企业对相关领域的
投入增强；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发展处
于初期或中期，市场空间巨大，需求旺
盛。“这些新产业都是技术密集型产
业，全要素生产率高，投入产出效益
好。未来 4D 打印、人工智能、虚拟现
实、区块链、物联网、机器人和无人机

领域，都存在创新和发展空间。”秦海
林说。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正在加速修复
和提升动能。前三季度，制造业增加值
增速为6.9%，高于GDP增速0.2个百分
点。“制造业仍然是经济稳定的主要力
量，对整个经济运行起着稳定器的作用，
在制造业的总量中，传统行业的比重仍
然高达86%，存在着高端产品供给能力
不足、中端产能严重过剩、低端竞争优势
减弱，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的任务十分
艰巨。这既是挑战，也是动力。”黄利
斌说。

秦海林表示，国家和地区层面出台
了创新支持和技术应用鼓励措施，对创
新基金、创新重大项目以及新技术研发
投入比重稳步上升，带动了企业不断重
视研发在企业支出方面的比重。

这些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会进入
一个良性循环过程，促使行业结构朝高技
术、高质量、高效率方向调整，完成淘汰老
弱低效，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过程。

新消费更靓

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38482 亿元，同比增长 10.4%，消费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71%，比去年同
期提高了 13.3 个百分点。智能通讯、
手机、新能源汽车等新兴消费迅速扩
大，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五大
产业快速发展，既拉动了消费增长，也
促进了消费升级。

“村民们不是没能力消费，而是缺
少渠道。”浙江省桐庐县瑶琳镇永安村
的“村淘合伙人”徐杏英说。她专为村
民们网购商品，小小一个村子，每个月
经她代购的商品金额就超过 20 万元，

“村民们最爱买的是家电，如最新款的
平板电视、大容量冰箱、冷暖空调等”。
来自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数据显
示，2016 年上半年农村网购市场规模
达 3120 亿元，预计全年将达 6475 亿
元，同比增长高达83%。

便捷的购物方式释放出消费的巨
大潜力。移动电商、O2O（线上线下）等
新消费规模不断发展壮大。截至 6 月
底，我国手机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到
1.46 亿，增长率为 40.5%，使用手机进
行在线旅行预订的比例也由 33.9%提
升至35.4%。

消费变得更方便，更有品质，也
在变得更加“绿色”。网络预约拼车、
自有车辆租赁、民宿出租、旧物交换利
用⋯⋯分享经济正成为绿色消费的催
化剂。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主
任张新红表示：“分享经济在流通环节
上，利用位置服务等新技术就近匹配

商品和服务的供需，在提供新消费动力
的同时，也降低了环境污染。”

新产业更活

来有为表示，随着专业化分工程
度深化、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新技术的
突破和信息化的推进，许多传统领域
涌现出了一批快速发展的新兴行业和
新兴业态，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
新动力。比如，制造业领域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新能源汽车
等；生活性服务业领域的文化产业、健
康服务、在线医疗、网络约车等；生产
性服务业领域的信息技术服务、跨境
电子商务等。

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显现出巨大的
动力。今年前三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增长 10.6%，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的比重 12.2%，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
达到了 20%以上。新能源汽车产量同
比增长 83.7%，成为支撑汽车产业增长
的主要力量；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30.8%；智能手机、智能电视产量分别增

长 12%和 15%；太阳能电池、光电子器
件产量增长 20%以上。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飞速发
展的信息技术，使得“互联网+”成为当下
最显著的新业态催化剂。互联网金融、
智慧物流、未来医院、在线教育等，一系
列新业态借网而生，成为经济增长新引
擎。

在空调制造企业志高集团，董事局
主席李兴浩向记者展示了他们的新产
品，集安防监控、视频直播等功能为一
体的云空调不仅提升了产品附加值，还
收集了很多用户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
有利于企业进入维修等后续服务市场。

“从前三季度的行业数据和需求对
接成果分析，互联网和制造业的深度融
合，为制造业降成本、提升发展动能做
出了重要贡献，并且推动了制造业服务
化进程。”秦海林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互联网与产业融合使中国制造向效率
更高、更精细化的方向发展，让原本厚
重的传统制造更加轻量化，实现网络制
造和智能制造，从而带动我国由制造大
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网购、打车、外卖⋯⋯互
联网与传统产业的深入融合已
经显现出巨大的能量，“互联
网+”成就着新的消费方式，
创造出新的业态，也在让新的
商业模式逐渐成型。这些都在
不断刺激传统行业，为旧产业
注入新技术和新动力。

不过想要真正让“互联
网+”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
力，仅有决心还不够，从现实
情况看，不少生产企业仍然仅
仅满足于将自己的生产制造销
售中的某一环节或者某些环节
平移至网络，公共服务的提供
者们则将过去的“线下办事”
改为“手机服务”，当然这些
变化虽然降低了成本，提高了
效率，但止步于此，简单地将
线下搬到线上，只是“1+1=
2”，难以发挥“互联网+”的
乘法效应。

“互联网+”的真正意义
并不在于把过去能做的事做得
更好，而是帮助传统产业做过
去做不到的事。既通过数据收
集、共享和分析，彻底变革生
产制造流程，实现元素重构，
由“物理变化”真正成为“化
学反应”。对于生产制造企业
来说，“互联网+”的能量在
于，能够帮助他们了解消费
者，正确分析消费者需求，并
以此指导产品设计和智能制
造，真正满足个性化、碎片化
的消费需求，进行有效供给。
而对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们来
说，“互联网+”的真意则在
于打破壁垒、激活资源、科学
决策，从而真正能提供出击中
用 户 的 “ 痛 点 ” 的 差 异 化
服务。

当然，板子不能都打在传
统 产 业 身 上 。 不 让 “ 互 联
网+”流于表面，也需要包括
云计算、大数据等互联网服务
提供商对传统行业有更为深刻的理解，能够与行业深度
链接，为它们量身订制解决方案。线上线下打通只是基
础，每个行业的“瓶颈”不同，资源不同，需求也不
同。在线教育和智慧医疗两个行业大批初创企业的“消
失”已经证明，对传统行业“想当然”，只会被用户和
市场抛弃。

此外，仅有“互联网+”的热情和决心，还可能带
来新的风险。不少业内人士坦陈，现在不少企业和政府
部门，对“互联网+”过于一厢情愿，急于求成，但本
身缺乏信息安全意识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一旦匆忙

“触网”，很有可能因为网络攻击而遭受数据资源和经济
上的巨大损失。

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随着认识的深化和技术
的演进，“互联网+”的能量必将不断释放，传统产业
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势必更加水乳交融，旧动能将重新
焕发生机，而新动力则将逐步挑起大梁。

让传统产业焕生机新兴产业挑大梁

陈

静

记者：您认为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
主要动力有哪些？分别呈现怎样的特征？

许召元：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
动力是四个。第一个是消费增长升级，这
也是目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支撑。
中国正处于消费快速升级的时期，并将
继续保持这一趋势，消费增长相对外贸
出口比较平稳，不会大起大落。

第二个是新技术、新产业等。新产业
自身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比
如从无到有的机器人产业，从小到大的
信息服务业。同时，新产业还能有效提升
其他行业的效率，从而促进其他产业的
发展，比如电商，改变了群众的消费模
式，扩大了消费空间。

第三个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从数

量增长向质量提升的转变是经济发展的
动力。

第四个是要素的优化配置。调查表
明，在优化配置生产力资源的情况下，不
增加任何投入，中国的 GDP 总量能提高
8个百分点。

记者：这四个动力中哪个最亮眼？未
来是什么趋势？

许召元：这四个动力中最亮眼的是
消费结构升级，因为从规模上看最重要。
同时，消费结构升级也带来了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长期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
动力会越来越突出，这与中国制造大国
的地位有关，尤其中国制造当下面临的
压力较大，这种外部压力也是产业转型
升级的动力。要素优化配置目前还在进
行中，但潜力很大。

记者：当前中国正处于动能转换的
阶段，如何确保这些动力不“熄火”？

许召元：要想让这些动力可持续发
展，政府要做很多事情。

一是进一步完善市场监管服务，形
成更加公平、开放和让消费者放心的环
境，这是释放更多消费空间的重要方向。
这几年很多人出国购物，国内的高质量
产品卖不出去要选择出口，一个重要的
原因是市场监管不到位，消费者在国内
购物不放心，消费权益没保证。监管力度
要加强，让消费者提振信心。

二是加强产权保护。制造业转型升
级要靠研发创新，如果产权保护做得不
好，企业投入不能得到很好保护，就会削
弱企业升级的动力。

三是降低企业成本。
记者：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您怎么预判？
许召元：从 2012 年进入新常态以

来，中国经济经受住了很多严峻的考验。

从动力上看，出口以前是拉动经济增长
的重要动力之一，但现在大幅削弱了，出
口的增长速度在 2003 年-2011 年处于
高速增长，达到年增长 20%-30%，到
2015 年、2016 年则下降到负增长水平。
第二个重要动力是房地产投资，年增速
也从以前的百分之几十下降到现在的
4%、5%，受到了很大冲击。

值得一提的是就业表现平稳。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有 2000 万农民工返
乡，今年在面临化解过剩产能的情况下，
就业还表现平稳，总体经济形势不错，这
也体现了中国经济的内在韧性。一些数
据表明情况正在变好，比如7月份和8月
份的制造业投资趋于稳定，保持在2.8%，
这会为今年四季度乃至明年奠定较好基
础。当然我们也面临很多下行压力，但总
体来说中国经济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
期，L型或许已经见底了，今后会更平稳。

确 保 经 济 发 展 动 力 不“ 熄 火”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研究员许召元

本报记者 黄 鑫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网上有的特产就不要托朋友
买了。”在北京工作的安徽姑娘王若宜一边调侃着一边
打开京东网页，熟练地在“中国特产·黄山馆”里搜索
到黄山烧饼并放入了购物车。“别说烧饼了，现在家乡
的水果、蔬菜在网上都能买到，我前两天刚在京东买了
点砀山梨，味道很正宗。”王若宜笑着说。

“农产品上线”不仅解决了农产品销售的问题，也
开辟了更大的消费空间。据京东集团执行副总裁蓝烨介
绍，京东不断开放和扩容地方特产线上入口，累计开设
了特产馆 387 家，特产店突破 600 家，打造一县一馆、
一县一店、一村一品，帮助地方特产走出去。

数据显示，去年“双十”当天，地方特产频道销售
农副产品和原产地水果突破30万单，单量比2014年增
长1255%，成交额增长4892%。今年1月至5月，地方
特产通过京东平台持续热销，实现销售额5亿元，同比
增长超过1000%。

据介绍，近两年来，京东累计对接龙头企业 3000
家，实现销售额 20 亿元，销售额月均增幅约 1000%，
建立并不断完善涵盖生产控制、清理筛选、分级包装等
一整套标准化体系，有效提升了农产品标准化水平。

京东还投入巨资自建了仓配一体生鲜冷链网络，
来破解传统农产品流通环节多、损耗大、不上门等
难题。目前，京东已在北京、上海、西安等 10 个城
市建设了先进的多温层冷库，为 26 个城市的消费者
提供生鲜当日上门送达。

京东集团：

架起农产品产销桥梁
金 文

动力转换，结构调整催生发展新引擎
本报记者 黄 鑫 陈 静

随着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优化，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领头羊作用日益明显，新动能加快孕育成长。与此同时，旧

产能也在淘汰老弱低效中加速改造升级。消费升级，新技术、新产业等较快增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要素的优化配置

构成了当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四大动力，助推中国经济爬坡过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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