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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报晓之年，神州大地凯歌阵阵
——

第二艘航母顺利出坞下水，C919客
机完成首飞，嫦娥五号奔月征程稳步推
进……激越的鼓点，鸣奏着同一部宏大
交响：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推进强军事业，必须深入推进军

民融合发展，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
略体系和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实现中
国梦强军梦，总揽战略全局，把握发展
大势，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科学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在
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推进
军民融合，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兼顾、
富国和强军统一。

从突出强化军民融合发展顶层设
计，到接连出台相关政策制度；从军民融
合产业蓬勃兴起，到“军转民”“民参军”
热潮涌动……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
军民融合发展格局加快形成，经济建设
与国防建设稳步迈向协调发展、平衡发
展、兼容发展，书写出波澜壮阔的时代
新篇。

国家战略，夯筑复兴基石

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又一
个催人奋进的春天。

2015年3月12日，惊蛰刚过，春回
大地。习主席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强调，把军
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在这个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
年，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的
关键节点，“国家战略”，短短四字，声如
春雷。

同样是在万物勃发的春天，同样
是在播撒希望的两会时间，2013年，
习主席指出，要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
建设，努力形成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军民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
2014年，他强调要“努力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
深度发展格局”。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军民融合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军民融合由

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过渡、进而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期。”认识与实践
一次次跃升，源自博古通今的大视野、高屋建瓴的大智慧。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历经挫折而奋起、历经苦难而辉煌，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在人民军队 90华诞的重要历史节点，习主席深刻指
出，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党长期探索经济建设
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发展和安全全局出
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应对复杂安全威胁、赢得国家战略优势的重
大举措。

放眼世界，军事技术与民用技术的界限趋于模糊，军民融合已成为
各国加速发展国力军力的共同选择，发达国家主要领域的军民融合度
高达80％以上，而我国这一比例仅在30％左右。

回顾历史，中国有的朝代文盛武衰、国富兵弱，成了“泥足巨人”，屡
遭侵犯、百般受辱；世界有的国家穷兵黩武，要“大炮”不要“黄油”，国防
工业畸形生长，导致国家走向崩溃。

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能否把握好安全与发展的黄金
分割点，关乎前途命运。把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深刻回答了新形
势下强国强军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推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
合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下转第八版）

砥砺奋进的5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学聪 李盛丹歌

被誉为“京畿门户”的通州，是
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在明清时期享
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盛名。
如今，这片被运河文化浸润滋养的土
地，又因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成
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2016年 5月27日，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提出更高要求：
打造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
新型城镇化示范区、京津冀区域协同
发展示范区。

2017年 2月24日，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建
设现场指挥部，强调北京城市副中心
建设不但要搞好总体规划，还要加强
主要功能区块、主要景观、主要建筑
物的设计，体现城市精神、展现城市
特色、提升城市魅力……

副中心的建设者们牢记总书记的
嘱托，用创造历史的“副中心速
度”，做了最坚定的回应。蓝绿交

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多组团集
约紧凑发展，凝聚梦想之力的新城正
从蓝图变为现实，成为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关键节点。

先进理念探索宜居之城

5年前，北京市委、市政府明确
提出“聚焦通州，打造城市副中
心”。3年前，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
上升为国家战略，选址通州的北京城
市副中心，成为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标
志性工程。
“副中心的先进性不在于建设标

准有多高，而在于先进的设计理
念。”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
工程建设办公室主任郑志勇眼中，副
中心建设最有价值的是探索解决“城
市病”、建设和谐宜居城市。

为杜绝“马路拉链”，这里建设了
世界上最“智慧”的地下综合管廊。管
廊内布置给水、再生水、热力、燃气、信

息、电力等市政管道，纳入8大类18
种管线，为行政办公区提供最安全可
靠、集约的市政公共网络。

原本需要现场浇筑的梁、柱、楼板
等，都改在工厂批量生产，在现场“搭
积木”。80%的装配式建筑比例，大幅
缩短工期、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染。

在能源供给方面，副中心建设采
用“浅层地温能为主，深层地热能为
辅，其他清洁能源补充”方案，建成
后可实现 6平方公里“近零碳排放
区”的建设目标。副中心内绿色建筑
达 100%，其中 90%达到“绿建三
星”最高标准。
“副中心是海绵城市、绿色城

市、森林城市和智慧城市。”工程办
常务副主任陈卫东举例说，新市委大
楼门前广场下可收集雨水，20年一
遇的大雨也能有效应对。此外，不起
眼的路灯杆能随天气变化适时开启照
明，还能兼顾WiFi信号发射、语音
广播、汽车充电、应急求助等功能。

“副中心速度”缔造千年之城

办公区一期建设规模1.2平方公
里，地上建筑、地下管廊、地下暗涵
等交叉作业，规模大、时间紧、任务
重、难度高。2万多名建设者全力以
赴，短短7个月，一期办公楼主体结
构全面封顶，创造了“副中心速度”。

在一期工程中，代号A1工程的
市委大楼，建筑最高、开工最晚，是
最难啃的骨头。

项目常务副经理胡宪章记得，经
过一遍遍完善进度计划，他们硬是通
过精细化管理和立体式保温法打破了
北京冬季土建不施工或慢施工的常
规，把每层楼12天到13天的工期，
压缩到4天。今年1月14日，A1工
程结构封顶。在冬季92天完成30多
万平方米混凝土结构封顶，4天一层
的浇筑速度，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副
中心速度”。 （下转第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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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多轮量化宽松货币
政策（QE）的刺激下，美国经济逐步
走出金融危机，但复苏进程十分缓
慢，导致劳动生产率上升幅度很
小。考虑到前期工资下降幅度小，
劳动生产率需要“补跌”，目前工资
上升幅度更是小于劳动生产率上升
幅度，这也是今年以来美国失业率
下降，但时薪增速持续疲软的主要
原因。据美国商务部数据，雇员报
酬在美国个人总收入中占比超过
60%，这意味着时薪增速低迷将直
接制约个人收入及消费支出增加，
从而限制内需扩张和通胀回暖。

由于内需长期不振，美国经济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明显减
弱。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按照
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美国经济
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

2015年、2016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
贡 献 率 分 别 为 11.8% 、20.4% 、
15.2%、19.6%、21.9%、13.0%。

得益于世界经济的持续复苏，
特别是北美、亚洲新兴国家的机电
设备、汽车等进口增加，近3年来日
本汽车、机械、电子零部件等产品出
口增加，拉动了日本经济回升。加
之“安倍三支箭”后的多维金融宽松
和财政刺激，即央行大量收购国债
向市场投放资金，控制国债率达到
40.3%，截至今年6月份资金投放量
达到GDP的80%，总量相当于2012
年底安倍执政初期的2.7倍，并施行
负利率政策等，日本经济开始低速
回升，GDP实质增长率从2014年的
0.3%回升到2015年的1.1%和2016
年的 1.0%。今年一季度GDP环比
增长0.5%，折合年利率为2.2%。二

季度环比增加0.6%，年化增长率达
到2.5%。但2012年日本央行提出
的2年内实现物价上涨2%，彻底摆
脱通缩的局面并未出现，这一目标
已被推迟到2018年以后。

虽然日本经济有所回升，但不
确定性仍较明显。一是人口老龄化
发展迅速，劳动力资源制约因素凸
显。二是进出口量、货币汇率等对
日本经济影响严重，世界经济形势
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令日本敏感异
常。三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之后，
资本、人口向大城市集中造成的地
方凋敝将不可避免，奥运对经济拉
动作用也将被抵消。

美日对世界经济带动作用下降
本报记者 高伟东 苏海河

“六度”观中国①

今年9月中旬，第71届联合国
大会通过决议，将“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首次纳入全球经济治理理念。这
是中国贡献的全球治理观，同时也表
明国际社会越来越认同中国倡导的构
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
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全球治理
理念。中国积极主动塑造全球规则，
对世界经济、全球治理的贡献越来
越大。

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
经历深度调整，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
发展中经济体陷入低迷。中国深化改
革，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不断释放
出经济增长潜力，展现韧性，经济增长
保持中高速，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
的主引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
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6年，中
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平均为
31.6%，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
率的总和。欧洲国际政策经济研究中
心研究员戴维·克莱曼指出，“在世界
经济复苏动能不足的背景下，中国经
济的稳步增长显得尤为珍贵”。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
质量增长，上半年的增长率达6.9%，
延续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
态势，继续带动世界经济前行。作
为体量超过10万亿美元的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稳健增长已
成为世界经济的“定盘星”和“压
舱石”。IMF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
奥布斯特费尔德坦言，“中国经济保
持强劲和稳定增长对世界经济十分
重要，中国将继续是全球经济增长
的主要推动力”。

新一轮全球化的主旗手

作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主角，中
国在对外贸易、投资和旅游等领域大
显身手，为遭遇顶头风的全球化浪潮
提供推动力。在对外贸易方面，世贸组
织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出口额为
2.1 万亿美元，进口额为 1.6 万亿美
元，连续8年保持全球第一大货物贸
易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地位。中国
的货物贸易额占世界比重为11.5%，
位列第一；服务贸易额占世界比重为

6.9%，排名第二。中国占全球贸易的
份额越来越大，是众多初级产品的最
大买家，在贸易版图上的位置越来越
凸显。同时，中国还充分发挥自身电
子商务、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领先优

势，探索建立新的贸易营销网络，与
各国在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领域加
强合作，为世界经济挖掘新的增长
动力。

投资方面，联合国贸发组织的报

告显示，中国2016年对外投资增长
44%，达183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
大对外投资国。同年，中国吸引外商
直接投资达1260亿美元，连续5年居
世界前三。 （下转第三版）

贡献度：发展的中国惠及世界

□ 本报记者 徐惠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