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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煤炭、钢材行业又“火”了。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 2
个月，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平均同
比涨幅为 39.0%，黑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 加 工 业 价 格 平 均 同 比 涨 幅 为
38.9%。得益于煤价、钢价快速上涨，
煤炭、钢铁行业效益也大幅改善。今
年前 2 个月，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由上
年同期亏损转为盈利 438 亿元，黑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总额则同
比增长21.1倍。

随着市场形势改善和价格回升，
煤炭、钢铁去产能工作也出现了一些
新情况、新问题。比如，一些地方和企
业出现了等待、观望情绪，部分企业自
身去产能的积极性有所下降，产能退
出难度加大。

尽管去年实现了初战告捷，但是
去产能依然任重道远。当前，钢铁、煤
炭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供大于求的格
局并没有出现根本性改变，行业产能

利用率也未回升到正常水平。一旦去
产能工作松懈下来，行业就会再次跌
入谷底，重现两年前市场低迷、价格大
跌、企业巨亏的惨烈景象。去产能的
信心和决心决不能放松。

实际上，钢铁、煤炭两个行业形势
好转，恰恰体现了去产能的成效。对
此，广大企业都是深有体会的。据145
家民营钢铁企业统计，2016 年销售收
入同比增长 11%；实现利润 401 亿元，
而上年同期亏损44亿元。

全联冶金商会常务副秘书长王连
忠认为，上述成绩，受益于去产能各种
政策红利的进一步释放、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的加强、汽车制造业的稳定需
求等因素。这些因素的叠加作用，缓
解了供过于求的问题，促使钢铁市场
出现积极变化，展现了弱平衡的特征，
也才有了钢价稳中有升。

对于目前备受关注的煤价、钢价
走势，国家有关部门也进行了科学研

判。3 月 16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强调
指出，总的看，当前和下阶段煤炭、钢
材供应都有足够保障，供大于求的矛
盾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煤价、钢价都
不具备大幅上涨的条件。因此，仍要
继续坚定不移推进去产能工作。

今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之
年。按照去产能年度目标任务，今年要
再压减钢铁产能5000万吨左右，退出
煤炭产能 1.5 亿吨以上，还要淘汰、停
建、缓建煤电产能5000万千瓦以上。

3 月 27 日召开的钢铁去产能工
作会议强调，今年，钢铁去产能要把
握好“三条线”：第一条线是“底线”，
要确保完成 5000 万吨左右的去产能
任务；第二条线是“红线”，要彻底取
缔“地条钢”；第三条线是“上线”，要
密切关注钢材市场价格，防止市场出
现大起大落。

3 月 22 日召开的煤炭行业去产能
稳供应工作座谈会上，国家能源局相

关负责人也表示，2017 年煤炭去产
能，将科学把握去产能力度和节奏，更
加严格按照标准去产能，确保绝对落
后产能坚决退出，相对落后产能加快
退出，过剩产能引导退出，为先进产能
腾出市场和发展空间。

“去产能进入了深水区，不能指望
一招见效。”中咨公司冶金建材发展部
副主任陈子琦表示，面对难啃的“硬骨
头”，还是要综合施策、协同发力，除了
必要的行政手段，更要依靠法治化手
段，充分发挥市场倒逼机制的作用。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
则 建 议 ，去 产 能 要 用 好 环 保“ 撒 手
锏”。当前，民众对于雾霾等环境问题
极其关切。钢铁业排放的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烟粉尘等污染物约占全国
工业排放的 7％至 14％，是形成雾霾
的主要污染源之一。加强钢铁业的环
保治理，既能推动其绿色发展，又能促
进企业优胜劣汰。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 日电 （记者姜琳） 记者从中国国电集团
获悉，其所属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吐鲁番新能源城市
微电网示范项目，近日获得售电许可，成为我国首个获得电力业务许
可证（供电类）的微电网。

所谓微电网，是指由分布式电源、用电负荷、配电设施、监控和保
护装置等组成的小型发配用电系统，分为并网型和独立型两种，可实
现自我控制和自治管理。其中，并网型微电网既可以与外部电网并
网运行，也可以离网独立运行。

据龙源电力有关负责人介绍，吐鲁番新能源城市微电网是我国
首个微电网示范项目，于2013年底建成投产。项目在293栋居民楼
顶建设屋顶光伏8.7兆瓦，同期建设1座10千伏开关站及监控中心、
1 座 1 兆瓦储能装置、1 座公交充电站等，通过微电网系统向区域内
5700多户居民及机关事业单位、商业用户、地缘热泵等用户供电。

该项目实行“自发自用、余量上网、电网调剂”的运营机制，项目
公司在微电网区域内具有经营权、管理权和售电权。电力业务许可
证的取得，标志着负责该项目的龙源吐鲁番新能源有限公司顺利取
得配售电业务资质，成为拥有配电网运营权的售电公司。

当前创新驱动已成国策，面向科
学前沿开展原始创新，力争在更多领
域引领世界科研方向，已经成为我国
科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近年来，我国科学家在一个又一
个基础科学前沿披荆斩棘、屡获佳绩：
量子通信、铁基超导、中微子、量子反
常霍尔效应、外尔费米子、干细胞、纳
米⋯⋯一个个原始创新成果，为中国
科研步入新原创时代揭开大幕。

勇气：搏杀在世界科技前沿

科学发现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每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科技前沿，都
是硝烟弥漫的战场，科学家们要像士
兵一样英勇搏杀，争夺唯一的桂冠。

中微子第三种振荡模式 θ13 的发
现，就是这样一个狭路相逢勇者胜的
故事。

中微子是一类神秘的基本粒子，
它会变身术，一种中微子在飞行过程
中变为另一种中微子，然后再变回来，

这叫作中微子振荡。三种中微子两两
之间可发生三种振荡模式，各有其对
应混合角，分别为 θ12、θ23、θ13，前两
种振荡角的测定者都获得了诺贝尔
奖，第三种振荡混合角 θ13 却迟迟未
能找到。

寻找 θ13 的科研竞赛在世界各地
展开，日、美、法、韩、中均参与其中。
日本、法国、美国的实验室在 2011 年
相继发表了关于 θ13 的数据，虽然其
结果均因精度不够而置信度较低，却
是这一领域竞争白热化的迹象。而中
国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直到 2011
年年中才完成探测器建造与安装。

因此，在中国科学家只用 55 天取
数、用十几天完成物理分析和论文写
作，于 2012 年 3 月 7 日投稿并率先公
布了精确的 θ13 实验结果后，国际物
理学界深感震惊。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菲利斯塔·泡斯教授说：“我被深深震
撼了，2010年10月我去大亚湾时探测
器还没有建造呢。”

在这场世界级科研战中，勤奋勇
敢的中国大亚湾实验团队率先赢得桂
冠。这一成果被美国《科学》杂志评入
当年世界十大科技进展，今年年初又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不只是中微子，近年来，勇夺第一

的原创成果在多个前沿领域不断涌
现，我国科学家们在世界科技前沿竞
争中越战越强。

以干细胞研究为例。
“我国对干细胞的成规模研究，也

就 10 多年的历史，但是进步非常大。”
中 科 院 院 士 裴 钢 说 ，从 2004 年 到
2013 年，我国干细胞研究人员增长近
16 倍，年发表论文数增长近 17 倍，论
文总数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周琪也
深有同感。他 2003 年从法国留学归
来，“刚回国时法国实验室水平高高在
上，现在我们的条件让法国人感到羡
慕。这种转换发生得非常迅速”。

转变体现在接连不断的原创成果
中。率先实现小分子化合物诱导体细
胞重编程和转分化，首次证实非胚胎来
源的诱导多能性干细胞具有发育全能
性，首次构建出小鼠—大鼠异源杂合二
倍体胚胎干细胞⋯⋯一个个世界第一
证明了我国在干细胞领域的强大实力。

执着：十年不鸣，一鸣惊人

在科研领域，原创是一件十分艰难
的事，它需要科学家们长期呕心沥血的
投入和付出，很难看到快速的回报。

在今年 1 月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大会上，李克强总理曾表示，要“建立
长期稳定的支持机制，鼓励从事基础
研究和原始创新的科研人员潜心研
究，可以十年不鸣，争取一鸣惊人”。

事实上，十年不鸣，一鸣惊人，正
是近年来不少重大原创成果的常态。

开创“纳米限域催化”新概念以实
现甲烷一步高效生产高值化学品，就
是一个这样的案例。

2014 年 5 月，中国科学院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包信和院士团队在《科
学》杂志上发布重要成果：他们运用“纳
米限域催化”的新概念，创造性地构建
了硅化物晶格限域的单中心铁催化剂，
突破了原有技术瓶颈，成功地实现了甲
烷在无氧条件下选择活化，一步高效生
产乙烯、芳烃和氢气等高值化学品。这
项原创技术摒弃了高耗能的传统合成
气制备过程，被国外专家认为是一项

“即将改变世界”的新技术。
而这个技术的研发历经 20 年，

早在 1995 年，包信和就带领团队开
始甲烷“无氧活化”的攻坚。“曾有过
一段艰难的时期，我们的研究方向被
认为是冷门，但大家并没有放弃。”包
信和说。

（下转第二版）

去 产 能 仍 要 保 持 定 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雷

中国科研迈入新原创时代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惠敏

我国首个微电网获得售电许可

清明祭英烈清明祭英烈 遗志永传承遗志永传承

上图 安徽合肥市华山路小学的少先队员们在渡江战役纪念馆总前委雕像前敬献鲜花。
清明将至，合肥市方兴社区组织华山路小学的少先队员们来到渡江战役纪念馆，了解革命故
事、向革命先驱和烈士们敬献鲜花，表达对烈士的缅怀之情。 张大岗摄

下图 江苏连云港边检站官兵在赣
榆抗日山烈士陵园献花。

清明节临近，人们来到烈士陵园缅
怀先烈，寄托哀思。

郑永波摄（新华社发）

晶能光电（江西）有限公司 CEO
王敏每天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做大硅
衬底 LED产业规模，尽快将技术优势
转化为产业优势。“我们的生产车间一
年 365 天，每天 24 小时不停运转。”王
敏对《经济日报》记者说。

晶能光电是全球第三家、国内唯
一一家具有原创知识产权的 LED 企
业。借助这一技术优势，南昌市喊出
了打造南昌光谷的口号，加速以 LED
为牵引，形成电子信息产业在南昌的
集聚。

然而，仅凭晶能光电一家公司对
南昌经济的拉动作用显然是有限的。
2016年，晶能光电加上与其关联的12
家企业累计产值 16.2 亿元，而国内整
个硅衬底 LED 产值也仅有 200 亿元，
与全球 LED 万亿元规模和旺盛的市
场需求相比，生产能力相差甚远。

产业不大，特别是工业不强，是制
约南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与其他
中部省会城市和长江中游城市相比，
南昌的工业化水平相对滞后。2016
年，南昌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仅相
当于合肥的 71%、长沙的 49.5%、郑州
的50.1%；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南昌
的差距还要更大。目前，南昌市主营
业务收入过千亿元的产业只有食品产
业，而武汉、长沙、合肥分别有 5 个、4
个和3个。

“南昌经济弱在工业，但潜力和希
望也在工业”。今年初，南昌市委、市
政府确立了“强攻产业、决战工业”的
战略，将加快招商引资，承接产业转移
列为“一号工程”。由此，南昌迈开了
新一轮跨越发展的步伐。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加快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东部沿
海地区有通过产业转移，实现“腾笼换
鸟”的客观需要，中西部地区也有承接

产业转移，加快工业化进程，实现跨越发展的强烈愿望。南昌毗邻我
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长三角、珠三角和闽东南三角区，又有“一带
一路”、长江经济带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国家战略叠加的难得优势，
做好承接产业转移具有天时地利。但是，“人和”也很重要，就是人的
主观选择。是让南昌成为落后产能的聚集地，把发达地区的工业化
进程再重演一遍，还是另有全新思路？

近年来，南昌的探索给出了一个新的答案：推动这种转移不是简
单的产业位移，而是同时完成产业的升级和聚集。这对于南昌由经
济发展的洼地迈向高地，在全国产业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有利位置至
关重要！

南昌承接产业转移，不是成为低端落后产能的

积水池，而是把承接转移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

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主动推动东部发达地区企业

把本行业先进技术、最新产品和业态转移过来

坐落于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江西鸿利光电有限公司，是鸿利
智汇集团在广州以外唯一的生产基地。公司副总经理江德权介绍，
项目总投资近15亿元，将建成国内大型LED产业中、下游供应产业
园，一期工程于 2015 年 8 月开始建设，去年 8 月投产，今年可实现销
售额10亿元。

今天，南昌电子信息产业已形成LED和移动通讯终端两个完整
的产业链。在 LED 产业方面，已形成核心材料、核心装备、上游芯
片、中游封装和下游应用产品等完整产业链，到 2020 年，南昌 LED
产业规模将达到500亿元；在移动通讯终端产业方面，可实现90%以
上的手机零部件本地区配套，将成为国内重要的手机生产基地。
2016 年，全市电子信息产业实现爆发式增长，全年累计完成主营业
务收入597.9亿元，同比增长50.1%。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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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部工业欠发达城市承接产业转移的启示

本报记者

张

磊

杨国民

赖永峰

清明节来临之际，全国各地开展了
多种形式的革命先烈祭扫活动和爱国
主义教育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爱
国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