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年前，1978年的秋天，改革
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日本考察
新干线时发出感慨，就像推着我们
跑一样，我们需要跑。当时，日本高
速列车时速达到210公里，中国旅客
列车的时速仅为几十公里。

“火车像风一样快”，对于彼时的中
国来说，这似乎是一个不可企及的梦
想。改革开放改变了一切，不仅我国自
主研发生产的“复兴号”高速列车在神州
大地上飞驰，我国也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
运营里程最长的国家。

高铁技术取得突破只是改革开放带
来历史巨变的一个缩影。改革开放 40 年
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全

面而深刻的伟大跨越，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
一制造大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
国，国家综合实力实现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历史性
巨变，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

综合实力大幅提升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实现了快速发
展，三大产业结构持续更新优化，不断向高质量发展
迈进。

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
十一位；2007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
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口径计算，2017年我国GDP为120146亿
美元，占世界总量的15%，比1978年提高了13.2个
百分点。近年来，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
过30%，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稳定器。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一直维持中高
速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从1978年的385元增长到2017年的59660
元，年均增长约9.5%，已经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水平。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目的。
40年来，农业机械化水平快速发展，生产效益显著
提高。1978年，全国大中型拖拉机56万台，联合收
获机不到 2 万台。2017 年全国大中型拖拉机达到
670万台，联合收获机199万台，主产区正在逐步实
现“机器换人”，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大
幅提高，移动互联、卫星遥感等技术的应用更让农业
开始进入“数字时代”。在工业实力空前增强的同
时，工业产业结构不断得到调整优化，目前我国已拥
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联合国
产业分类中所列的全部工业门类我国都已具备，一
个行业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已经形成。值得一提的
是，近年来，我国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
超过 10%。移动终端、数字消费、线上支付等技术
日臻成熟，有效带动了平台经济、智能经济发展。

重大工程锻造品牌

三峡工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青藏铁路、港珠
澳大桥……如果说冷冰冰的数字还不能让人实实在
在地感受到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巨变，那么这一个
个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相连的国家重大工程则
是感受时代变革的绝佳切入点。

“要想富，先修路。”改革开放40年，我国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各种运输方式都实现
了快速发展，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城市轨道运营里
程以及港口万吨级泊位数量等均位居世界第一，机
场数量、管道里程位居世界前列，成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2017 年，中国高铁营业总里程占全球高铁
总里程的66.3%，并形成了“四纵四横”全球最
大的高铁网。如今，中国拥有世界第一条高
寒地区高铁哈大高铁、世界等级最高的京
沪高铁、世界单条运营里程最长高铁京广
高铁……从望尘莫及到全面领跑，40年
间中国高铁一路披荆斩棘站上世界
顶端。

站在珠海岸边远眺，雄伟的港珠
澳大桥好似一条长龙，连接起了港珠
澳三地。在世界工程史上，从未有一
座大桥能跨越如此广阔的海域，这被
公认为“当今世界上最具挑战的工
程”。面对这样困难重重的超级工
程，中国人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挑
战成功。

三峡水电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水电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建设的最大
型工程项目。三峡工程建成以来，已经
防洪调度44次，其中两次经受了比1998
年更大的洪峰考验，保障了长江中下游
1500万人口、2300万亩良田的安全，发挥了
巨大的防洪、发电、航运、生态保护等综合
效益。

重大工程建设还解决了我国资源与区域经济
发展不匹配的难题。南水北调工程是迄今为止世界
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工程贯穿长江、淮河、黄河、
海河四大流域，构成以“四横三纵”为主体的总体布
局，实现了中国水资源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合理配
置格局。“西气东输”建设了中国距离最长、口径最大
的输气管道，西起塔里木盆地的轮南，东至上海，解
决了东西部资源互补的问题。

改革开放 40 年，一个又一个重大工程拔地而
起，“最长、最高、最大”的纪录不断被中国写进世界
历史，这些重大工程不仅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展示中国实力的新品牌。

科创提供不竭动力

一批批重大工程的背后，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
国科技实力不断提升的支撑。神舟飞天、高铁飞驰、
墨子传信、天眼探空、北斗组网、超算发威……40年
来，我国全面深化科技改革蹄疾步稳，科技体制改革
谱写出“多重奏”“交响乐”，科技水平实现巨大跨越，
在越来越多的科技领域走进了世界前列甚至成为世
界第一。

在基础研究方面，2017年我国国际科技论文总
量及被引用量均列世界第二位。一些重要学科方向
已经进入并行阶段，有的甚至开始领跑，比如铁基高
温超导、量子信息、中微子、凝聚态物理、单染色体真
核细胞等一批重大原创成果，在国际科技界都产生
了重要影响。

在战略性高技术领域，我国在空间探测方面
取得了一批重大创新成就，如“嫦娥三号”和

“玉兔号”月球探测，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交会
对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这些标志着我国空间
探测已进入世界领先行列。“蛟龙号”科考船、

“海斗号”无人潜水器等成功完成深海探测任务，

标 志 着 我
国 在 深 海 探 测
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此外，国产航母、运-
20 大型运输机、“华龙一号”等都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在事关国家战略利益的科技制高点上占据
了有利地位。

在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方面，截至2017年
底，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已连续 7 年居世界首位。
2017 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 31.3%。华
为、阿里巴巴、腾讯、联想等已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高科技企业。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
一动力。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兴起，正在
深刻影响世界发展格局，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
式。不断加大的科技创新力度，正成为中国不断前
行的不竭动力。

伟 大 跨 越 举 世 瞩 目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轶辰

今年冬天，西藏昌都和林芝市的居民再也不用担心
洗衣机、电视机、冰柜这些日常家用电器的用电问题了。

2018 年 11 月 23 日，世界海拔最高、海拔跨度最
大、自然条件最

复杂的输变电工程——藏中电力联网工程正式投运，为
藏区人民送来了稳定的电力。

藏中电力联网工程由西藏藏中和昌都电网联网工
程、川藏铁路拉萨至林芝段供电工程组成，起始于西藏昌
都市芒康县，止于山南市桑日县，跨越西藏三地市十区
县。工程总投资约162亿元，新建、扩建500千伏及配套

工程变电站16座，新建500千伏及配套工程线路2738
公里。

该工程是继青藏电力联网、川藏电力
联网工程之后，我国建成的又一

项突破生命禁区、挑战

生存极限的高原超高压输变电工程，也是迄今为止世界
上最复杂、最具建设挑战性的高原超高压输变电工程。
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寇伟表示，藏中电力联网工程地处
青藏高原的中东部，既要面对大自然天险的考验，又要面
对生态系统复杂且极为脆弱的挑战。施工环境极其恶
劣，道路交通极其艰险，后勤保障极其困难，环保、水保要
求极高。工程打破了现有电网工程建设运行的多项纪
录，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

建设藏中电力联网工程，实现了青藏联网工程与川
藏联网工程互联，西藏电网电压等级可实现从220千伏
升压至500千伏的历史性跨越，藏中电网将实现与全国
主网统一互联，为工程沿线3070个小城镇（中心村）156
万各族群众生活提供可靠电源保障。

工程建成投运，构成了西藏电网建设的大动脉，标志
着西藏电网迈入超高压时代，为实施国家整体发展战略
和维护边防安全、保障川藏铁路供电，加快西藏清洁能源
开发外送、推进电网向西藏阿里地区延伸打下了坚实基
础。

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表示，该工程是“利在当代、
功在千秋”的“德政工程”“民心工程”，是国家“十三五”支

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建设项目，对于提高
西藏电力保障能力、满足川藏铁路用电

需要、促进藏区脱贫攻坚和民生
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电力天路”创多项世界之最
本报记者 王轶辰

图① 在西太平洋海域，“蛟龙”号载人潜

水器离开“向阳红 09”科学考察船准备进入水

中，做中国大洋38航次最后一潜。

（新华社发）

图② 11月7日，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

在珠海航展现场飞行表演。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图③ 港珠澳大桥上的“中国结”造型桥

塔。 （新华社发）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