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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商务部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1月至5月，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
接投资478.9亿美元，同比增长38.5%。

与此同时，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大项
目多，带动出口作用明显。1 月至 5
月，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在5000
万美元以上的项目274个，占新签合同
总额的85.5%。对外承包工程带动货物
出口75.4亿美元，同比增长25.7%。

“应该看到，这是一种恢复性的增
长，是在去年比较低的基数上的增
长。”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白明接受经
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自2016年12月以来，商务部会同
有关部门加强对外投资真实性、合规性
审查，非理性投资得到有效遏制的同
时，对外投资增速一度出现大幅下滑。
令人欣喜的是，挤掉“水分”以后，对
外投资从2017年第四季度开始由降转
升，今年以来增长逐渐趋稳，境外投资
结构进一步优化。

分行业看，1月至5月，对外投资
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
采矿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占比分别为
29.9%、15%、12.3%和 7.6%。房地产
业、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没有新增
项目。

“流向制造业、信息技术业等鼓励
类行业的投资增多，表明非理性投资得
到有效遏制。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防控
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境外投资日趋理
性。”白明说。

近年来，境外投资进入全新发展阶
段，我国跻身全球境外投资大国前列。2017年我国境外投资总
量1246亿美元，居全球第三位。通过“走出去”，我国企业扩大
了国际市场，发挥了比较优势。围绕引导对外投资，去年 8 月
份，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等还联合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强化了“鼓
励发展+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按照“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
类”引导和规范企业对外投资的方向和领域。

“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带动国
内优势产能、优质装备、适用技术输出，提升我国技术研发和
生产制造能力，弥补我国能源资源短缺，推动我国相关产业提
质升级等方面的投资，我们不仅不限制，而且鼓励、支持。”
白明说。

他认为，在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过程中，
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大方向没有变，当然更加强调规范、
强调防范风险。也只有这样，对外投资增长才更具有含
金量。

值得关注的是，从对外投资的区域来看，今年对外投资主
力仍为东部地区，但东北三省企业也日渐活跃。1月至5月，
东北三省对外投资14.3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8.2%。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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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6月22日讯 记者王薇薇 熊丽 温宝臣报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经济日报社今天在京共同发布《中国城市竞
争力第16次报告》。

中国社科院财经院课题组经过长期研究，按照指标最小化
原则，构建了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宜居竞争力指数、可持
续竞争力指数，对2017年中国294个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和
289个城市的宜居竞争力、可持续竞争力进行了比较研究。

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十强依次
为：深圳、香港、上海、台北、广州、北京、天津、苏州、南京、武汉。
2017 年中国城市宜居竞争力指数十强依次为:香港、无锡、杭
州、广州、南通、南京、澳门、镇江、宁波和深圳。2017年中国可
持续竞争力指数十强依次为:香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
州、南京、武汉、澳门、成都。

报告研究发现，中西部核心城市崛起，南北分化加剧，以东中
一体和一网五带为标志的中国经济空间新格局越发凸显。中部
地区人口持续回流，人才“北雁南飞”成为新趋势，城市间人才争
夺日趋激烈。城市群内部和城市群之间发生产业空间重构，东中
一体趋势日益加强。

（详见五至七版）

东海之滨，鹭岛厦门。这里千年浪
涌，潮涨风起。

当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扬帆出
港，历史的坐标就将其定位为中国最
早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这个曾
经偏僻的海防小城，在40年改革开放
中破浪前行，昭示出中国城市蝶变的
密码。

“如今，海风海浪依旧，厦门却已旧
貌换新颜。”习近平总书记对这座城市
充满感情。就在一年前，金砖国家领导
人厦门会晤时，他回首厦门经济特区的
发展历程，盛赞这座城市的“高素质、高
颜值”，“勇敢坚毅、吃苦耐劳的当地人
民，乘着改革开放的浪潮，用自己的双
手把厦门变成了一座经济蓬勃发展、人
民安居乐业、对外交流密切的现代化、
国际化城市”。

当鹭岛儿女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这
满怀深情的声音，回想当年他在厦门工
作的日日夜夜，感触尤深。

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初创时期的领
导者、拓荒者、建设者，习近平同志在这
片充满激情的热土，与广大经济特区建
设者并肩奋斗，开启了一系列改革开
放、经济建设、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保护
等生动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凝结
其中的科学理念、宝贵经验和优良作
风，至今仍指引着这座城市破浪前行的
航程。

勇于先行先试
探索推动一系列开创性改革举措

“不搞改革开放，社会主义

就不能进步。”

——1987年6月8日，习近平
在厦门市委常委会会议上的发言

1985 年，国务院批准将厦门经济
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这年夏天，习近平
风尘仆仆从河北南下赴厦履新，担任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时任厦门市体改委副主任朱丽水
回忆，习近平到厦门后分管体制机制改
革，直接领导推动了一系列棘手的改革
探索。“放水养鱼”就是其中之一，激活
了厦门港，也激活许多身处困境的
国企。

到厦门不久，习近平高大的身影出
现在东渡码头，迎海风极目远眺。他踱
步走到桥吊旁，抬头望着这几十米高的
大家伙，询问工作人员它们能吊多少
货。这是厦门港仅有的两台桥吊，一个
吊一年仅完成 3.5 万个标箱，香港同样
的吊每年却能完成12万个。通过数次
到现场调研，仔细听取企业干部员工意
见，习近平把问题搞清楚了——运输能
力不够，设施不完善，流程环节不配套，

而政府没有更多的钱给企业完善设施。
微利或微亏，这不仅是厦门港务局

的窘境，也是当时厦门绝大多数国企的
难题。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说，政府不要
你们利润，你们赚来的钱，财政一分都
不要，利润留给你们，但你们必须答应
一条，赚了钱首先用来完善设施。”一
位 老 港 务 人 回 忆 当 时 一 次 会 议 的
情景。

改革，因问题倒逼。厦门在全国率
先出台税利分流措施，全市 66 家预算
内国营工业企业实行税利分流、税后还
贷，针对不同企业，采取不同上交比
例。其核心目的是，除交税外，尽可能
把红利留给企业发展生产。改革第一
年，厦门港务局就赚了2000多万元，没
几年赚了七亿多。

时任厦门市财政局党组书记沈丹
回忆，习近平非常重视这项支持企业发
展的利改税政策，事实也证明这项改革
非常有效，国企得到迅速发展。

那时的厦门，怎么建经济特区，尚
无经验可循。习近平此番到厦门来，

“就是想尝试对改革的实践、对开放的
实践”。他曾深情回忆说，“到经济特区
工作，是我第一次走上市一级的领导岗
位，第一次直接参与沿海发达地区的改
革开放，第一次亲历城市的建设和管
理。”“这三年是全面学习的过程，是一

个非常艰苦、刻苦的学习过程，从中得
到了历练。”

1986 年，厦门被确定为全国第一
批机构改革试点城市。习近平担任市
金融体制改革、经济特区管理建设等领
导机构负责人，牵头研究制定了推动经
济特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政
策措施。“机构改革是一场刀刃向内的
自我革命，牵扯许多利益，难度与阻力
巨大。”厦门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林朝
晖说。

人们很快发现，平时谦逊随和的
习近平，在改革问题上果断干脆、态度
坚决。他在不同场合提出，“经济特区
的任务就是改革，经济特区应改革而
生，我们要承担起这个责任”。

一次市委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
说，“改革，先走一步有风险，但国家需
要有人去趟路子，搞好了，为国家以后
的改革提供经验，起纲举目张的作用”。

朱丽水回忆，“当时的改革，只说是
社会主义体制的自我完善，以什么为目
标，要改到什么程度，没有明确答案。
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改革以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行政机构改革是
拆庙并庙，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
行，搞好对外商、基层、企事业的服务工
作。所以，当时的方案力度很大，直接
动刀，砍掉很多政府机构”。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同志推动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新华社特约记者

6 月 21 日，空中俯拍
的安徽省肥东县八斗镇境
内改造升级后的乡村道
路。近年来，肥东县以打
造“建好、管好、护好、运营
好”的“四好”农村路为基
础，大力实施农村道路畅
通工程，先后投入资金6.1
亿余元，全面升级改造乡
村公路和村组道路硬化，
确保 100%建制村通水泥
路、100%村民组通车，为
农业更强、农民更富、农村
更美创造了良好的交通条
件。 许庆勇摄

本报与中国社科院共同发布
《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6次报告》

仲夏时节，上海郊区的乡里田间一
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金山区吕巷绿田
蔬果种植专业合作社里，近100亩的火
龙果即将陆续上市，合作社负责人夏燕
告诉记者，加上莲雾、番石榴等水果，这
个占地 150 亩的热带水果种植园每年
可实现销售额100余万元。

金山作为上海远郊、农业大区，农
业资源比较丰富。目前，全区仍有耕地
面积 39.85 万亩，占全市的 13.77%；林
地总面积8631公顷。

近年来，金山区以深化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发展都市现代
农业，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农村产业融
合、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我们
要通过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让农业成
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
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
上海金山区委书记赵卫星表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加快建立
健全各项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

进各项工作落实。目前，金山区出台了
《金山区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
见》《金山区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的实施意见》《金山区关于加快推进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
等文件。

金山区在乡村振兴中着重强化两
个规划。一方面坚持以人为本，统筹生
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提升服务功
能、环境质量、文化内涵和发展品质，全
力打造富有活力、生态宜居的现代化特
色小镇。另一方面，尊重乡村特色风貌
和历史文脉，按照产业发展与社会事业
发展相统筹的原则，科学编制村庄规
划。同时，加强镇村规划的衔接，力争

将金山打造成上海乡村振兴的示范区。
在产业发展方面，金山坚持三产融

合发展。做“精”一产，重点发展绿色农
业、有机农业，今年计划开展13万亩水
稻绿色认证，实施 1300 亩有机水稻、
1500亩有机蔬菜、800亩有机果树、400
亩有机水产以及400亩有机草莓、瓜等
建设。做“强”二产，以农产品加工集聚
区建设为重点，主要发展净菜配送、中央
厨房、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项目，扶持发展
一批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市场占
有率高的农业龙头企业，打造具有金山
特色的农产品加工体系。做“活”三产，
以农业发展为依托，形成一批具有代表
性的休闲农业旅游资源，进一步丰富业

态，让游客有得看、有得吃、有得住、有得
玩，打响金山休闲农业旅游品牌。

金山目前共有区级以上农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 25 家（其中国家级 2
家、市级 9 家、区级 14 家），企业产值
47.2 亿元。2017 年，全区农业旅游接
待人数487.5万人次，增幅达27.9%。

金山还明确，到 2020 年全区培育
认定新型职业农民3500名左右。在新
型农民的引领下，金山计划在经营性收
入和财产性收入上做文章，进一步创新
制度供给，最大限度激发乡村各种资源
要素的活力。

“背靠 2400 万人口的上海国际化
大都市，金山搞乡村振兴，农业的经济、
社会和生态等多种功能开发有着坚实
的发展依托。”金山区区长胡卫国介绍
说，金山力争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走在全
市前列，农村生态环境面貌走在全市前
列，农村社会治理创新走在全市前列，
探索一条国际大都市乡村振兴之路。

上海金山区：

探索国际大都市乡村振兴之路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本报北京6月22日讯 记者黄鑫报道：中国移动、中国联
通和中国电信22日先后宣布，自7月1日起取消流量“漫游”费，
手机用户省内流量升级为国内流量（不含港澳台）。

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数近15
亿户，同比增长 10%，4G 用户总数达到 10.9 亿户，占比达
73%。其中，移动宽带用户(即3G和4G用户)总数达12.3亿户，
占移动电话用户的82.3%。1月至5月，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
210 亿 GB，同比增长 196.3%；其中通过手机上网的流量达到
206亿GB，同比增长212.3%，占移动互联网总流量的98.1%。

流量漫游费7月 1日起取消

道路畅
生活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