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创新发展振兴实体经济
任洪斌

学习贯彻好十九大报告精神，大力
发展实体经济，作为企业自身应找好抓
手，努力向价值链的中高端攀升。

一是以技术改造为重点推动传统产
业升级。要赢得世界的认同，就必须有
领先他人的核心技术。我国实体经济大
多数产业尚未占据世界产业技术制高
点；一些生产规模大、市场占有率高的
国产产品，技术质量和档次并未达到世
界先进水平；一些国产产品的整机质量

达到甚至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但关
键零部件仍依赖进口；我国产品的品
牌价值薄弱，与发达国家制造业竞争
力差距较为明显。这都需要企业紧抓
技术创新，向价值链的中高端攀升。

二是以服务化为重点促使制造业
走向高端。实体产业向“微笑曲线”
两端拓展，除了关注“前端”的研
发、设计，更需要向“后端”的销
售、物流、售后服务发力。例如，我

国汽车行业的“微利时代”可能贯穿于
产业转型整个过程，如果企业仍然局限
于简单的产品制造，必然会走向“死胡
同”。传统制造企业需要由单纯的制造
产品转向制造价值，这个价值就来自于
服务。

振兴实体经济，事关发展全局。我
长期工作在中国机械工业领域，对于实
体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机械工业有着深
刻的体会。特别是对高端制造业的高度

重视，有利于使我国从“制造大国”向
“制造强国”转变，让更多的产品由
“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这
是实体经济发展的根基。面向未来，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我们将拿出更
大的担当、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决
心，紧紧围绕制造强国的战略部署，坚
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为振兴中国
机械工业作出更大贡献，在新时代展现
出国有企业的新作为！

这5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中高
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实体
经济功不可没。但是，我国实体经济总
体发展上“大而不强”的特征仍然明

显。主要表现为：近年来劳动生产率有
所下降，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强，产能
过剩问题凸显，适应新常态的动力机制
尚待形成。以我国机械工业为例，虽然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发展规模已连续多

年稳居世界第一，但核心竞争力仍然不
强，缺少高端产品。

无论暂时的压力多大，有一点必须
坚定不移，那就是：我们是靠实体经济起
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没有

这个根基，我国经济难以实现可持续发
展，更难以在国际竞争中取胜。推进实
体经济由大变强，战略重点应从总量扩
张转向质量提升，核心在于坚持创新发
展，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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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振兴实体经济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实体经济抓上去”“国家强大要靠实

体经济”“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有关实体经济的重要论断。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我国“实体经济

水平有待提高”“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实 体 经 济 是 大 国 经 济 之 本
当前，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已

经成为经济大国争夺的新战略制高点。
美国大力实施“再工业化”、德国加快
推进“工业4.0”计划、英国深入规划
工业2050 战略，不仅体现出全球产业
竞争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调整，
而且反映出各国对国际金融危机痛定思

痛后获得的深刻教训：大国经济唯有建
立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上，才能
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政策都在着
力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从国际金融危机
爆发后推出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到
2015年推出《中国制造2025》，国家政

策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
础，使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持了实体
经济的庞大盘子，成为经济巨轮乘风破
浪的“压舱石”。

近年来，党中央把振兴实体经济
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多项政策措
施配套出台：新企业注册“立等可

取”，“营改增”为企业减负超
5000 亿元，适当降低企业“五
险一金”缴费比例，出台完善
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
的意见……这些政策促进了实
体经济的发展，也提振了企业
家的信心。

（作者系党的十九大代表、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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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代表、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
记周江勇说，十九大报告提出，“激发和保护企业
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支持
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让温州
民营企业家备受鼓舞。温州企业家们纷纷表示，
要不忘初心跟党走，撸起袖子加油干，为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力量。

今年 1 月份至 9 月份，温州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增长10.9%，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产值增长
25.8%，民营经济主要指标增幅均居浙江各地市
前列；全市民营企业中长期贷款比重也比2012年

“金改”前提高了近30个百分点。周江勇代表说，
现在温州民营经济回归了实体经济的本源；温州
民营企业已实现从早期跑码头、闯市场到如今依
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来提升核心竞争力的转
变。目前，温州经济呈现“风险下来、指标上去”的
良好态势，温州民营企业的市场预期持续向好。

周江勇代表说，下一步，温州将从动能培育
上、企业发展上、发展保障上、企业家精神弘扬上
和接班人培养上5个方面着手，翻开温州民营经
济发展的新篇章。

文/本报记者 姜 帆

党的十九大代表、南昌大学党委常委、副校
长江风益是一名从事应用基础和技术创新工作的
科学家，他对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强应用基
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深表赞
同、深感振奋。

江风益团队研发的硅衬底 LED 项目曾荣获
201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中唯一的一等奖。这
是一个典型的应用基础研究类项目。他们的硅衬
底 黄 光 LED 芯 片 电 光 转 换 功 率 效 率 达 到
21.5%，远高于国外公开报道的最高水平9.63%。

江风益代表认为：“这几年，我国LED技术

和产业发展很快，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的引
导。国家在LED技术和产业发展过程中制定了
总体战略，技术跟踪和技术创新同时布局。当核
心技术没有掌握好的时候，我们采用国外的核心
芯片做应用，把应用水平提升上去，然后以下游
的应用倒逼上游芯片产业的发展。”

江风益代表认为，加强应用基础研究，要大
力实施四个协同，即政产学研协同、基础研究与
技术创新协同、装备制造与工艺技术协同、产业
链上中下游协同。

文/本报记者 佘惠敏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党的十九大代表党的十九大代表、、河南省农河南省农
科院院长张新友对此深有同感科院院长张新友对此深有同感。。作为国家花生产作为国家花生产
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他认为深化科技体制改他认为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革，，要完善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资源配置方式要完善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资源配置方式。。

““今年河南省委今年河南省委11号文件提出要大力发展优号文件提出要大力发展优
质花生质花生，，重点发展高油酸油用重点发展高油酸油用、、食用食用
花生品种花生品种，，种植面积扩大到种植面积扩大到 20002000
万亩万亩。。当时看到这个目标时当时看到这个目标时，，我压我压
力很大力很大，，但现在根据对部分县花生但现在根据对部分县花生
种植遥感监测结果推算种植遥感监测结果推算，，全省种植全省种植
总面积有望达到总面积有望达到22002200万亩万亩，，这在去这在去

年仅为年仅为16921692万亩万亩。。””张新友代表说张新友代表说。。
张新友代表认为张新友代表认为，，企业是促进科技和经济紧企业是促进科技和经济紧

密结合的重要力量密结合的重要力量，，应该成为技术创新决策应该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研发
投入投入、、成果转化的主体成果转化的主体。。因此因此，，可以通过扶持花生可以通过扶持花生
专业合作社和收储专业合作社和收储、、加工龙头企业的发展加工龙头企业的发展，，推动产推动产
前前、、产中产中、、产后各环节的有效衔接产后各环节的有效衔接，，实现花生新品实现花生新品
种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一项新技术一项新技术、、新成果落地生根新成果落地生根，，需要经历探需要经历探
索索、、预先研究预先研究、、研制研制、、生产生产、、应用等阶段应用等阶段，，在这个过在这个过
程中程中，，要有鼓励创新的政策支持要有鼓励创新的政策支持，，才能进一步促进才能进一步促进
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张新友代表说张新友代表说。。

文文//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乔金亮乔金亮

党的十九大代表、南昌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江风益：

基础研究应与技术创新结合

党的十九大代表、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周江勇：

靠 科 技 创 新 发 展 民 营 经 济

党的十九大代表、河南省农科院院长张新友：

科技成果落地要有政策支持

党的十九大代表、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导航中心副主任王淑芳：

科技创新助力交通强国建设
我国自行研制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我国自行研制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凝聚了凝聚了

科技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科技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党的十九大代表党的十九大代表、、中中
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导航中心副主任王淑芳说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导航中心副主任王淑芳说：：

““十九大报告为我们描绘了未来发展的蓝图十九大报告为我们描绘了未来发展的蓝图。。报报
告中提出告中提出，，到到20352035年年，，我国经济实力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科技实力将
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王淑芳代表激动地说王淑芳代表激动地说：：““这这
让人备感振奋让人备感振奋，，科技工作需要长远发展战略的指科技工作需要长远发展战略的指
导导，，并踏踏实实地研究并踏踏实实地研究。。””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强
化基础研究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引领性原创成
果重大突破果重大突破。。王淑芳代表认为王淑芳代表认为：： ““单纯依靠单纯依靠引引
进技术进技术，，就会永远受制于人就会永远受制于人，，我我 们要建设创新们要建设创新

强国强国，，就必须发展原始创新就必须发展原始创新，，不要怕难不要怕难，，不要怕不要怕
慢慢。。例如例如，，北斗就是经过长期一点一滴的努力北斗就是经过长期一点一滴的努力，，才才
最终实现卫星导航系统的自主创新最终实现卫星导航系统的自主创新。。””

““十九大报告还提出十九大报告还提出‘‘交通强国交通强国’’的战略目的战略目
标标。。虽然目前我国城市地铁虽然目前我国城市地铁、、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高铁等高铁等
建设成就有目共睹建设成就有目共睹，，但全国范围内仍然存在发展但全国范围内仍然存在发展
不平衡不平衡、、不充分的新矛盾不充分的新矛盾。。比如比如，，在信息服务领在信息服务领
域域，，建设交通强国离不开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和建设交通强国离不开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和
引领引领。。””王淑芳代表告诉记者王淑芳代表告诉记者，，作为科技工作作为科技工作
者者，，今后要把更多的现代信息技术引入到交通领今后要把更多的现代信息技术引入到交通领
域中来域中来，，助力交通强国建设助力交通强国建设。。

文文//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李 哲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