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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广西贵港华奥公司的新能源车

辆展厅，各种款式的新能源汽车让到此采访的

外媒记者大开眼界。拉开车门，斯里兰卡《每周

之声报》的记者谢尔顿·班达拉坐进驾驶室进行

了体验，不时发出赞叹声。

而在 200 公里之外的柳州上汽通用五菱宝

骏基地二期现代化总装车间，工业机器人在繁

忙的流水线上有序地操作，每天有超过 860辆汽

车在这里下线。

40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广西始终以

科技发展的全面跃升带动产业跨越发展，坚持

创新围着产业转，转出发展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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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开始，山西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区域

经济转型升级考核评价工作，把产业转型和创新

驱动两个板块的权重提至整个考核评价指标的

60%以上。为期一年的考核期到了，各市县区交

出了怎样的答卷？

前不久，山西省政府发布的 2017 年度区域经

济转型升级考核评价结果显示，一年来，山西省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比工业增速

高 3个百分点；非煤工业增长 9.7%，占全省工业的

比 重 为 51.3% ，对 全 省 工 业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为

76.2%。尤其是 1—5 月份，山西省非煤工业主营

业务收入增长 18.8%，快于煤炭工业 9.3 个百分

点；利润增长 1.3倍，增速远高于煤炭工业。

山西省发改委副巡视员胡瑞文说，资源环境

是经济转型升级中的约束性条件，增长质量是转

型升级成效的反映。

“转型、创新”权重继续增大

“近年来，山西发展实现由‘疲’转‘兴’，转型

态势日益强劲，但仍然面临创新能力不强，转型项

目不足等问题。”山西省社科院能源经济研究所

所长韩东娥研究员说，“着眼于高质量发展，加快

培育新动能，把‘考转型、考创新’作为‘指挥棒、风

向标’，加大产业转型和创新驱动考核指标权重，

可以有效激励各区域加大创新投入、提升创新动

力，加快产业转型步伐；可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抓

创新抓转型的责任担当；可以有效刺激山西产业

转型和创新驱动短板的逐步补齐；也可以激发全

社会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为山西资源型经济转

型升级作出重大贡献。”

基于此，今年，新修订和完善的区域经济转

型升级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中，产业转型和创新

驱动指标数量由修订前的 27 个增加到 29 个，指

标权重由修订前的 62 分增加到 71 分。并且更加

聚焦于产业转型等核心内容，并相应加大了指

标权重，充分反映了山西经济发展的重点就是

转型、创新。

记者注意到，新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中，设置了

“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指标与“煤炭

产业占比降低率”同考核，并设置了“能耗增量控

制”指标与“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及降低率”共

同对能源消费实施总量和强度的“双控”考核等。

此外，新考核评价指标体系还进一步突出考

核评价的差异性。山西县域按主体功能区定位，实

行分类考评，让各县域在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过程

中充分认识主体功能定位的“有所为、有所不为”。

走出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新路

“资源型经济如何转型发展是世界性难题，也

是山西省一道绕不开的坎。山西经济发展到今

天，正处于一个重大历史拐点，到了经济结构全面

转型升级的新阶段，整体经济需要在转型创新中

焕发新活力。”韩东娥说，“当前资源产品价格相对

稳定，对于山西省来说，是一件好事，但也应该谨

防传统产业的繁荣抑制其他转型产业发展的故事

重演，否则将迟滞转型发展的脚步。修订完善的

区域经济转型升级评价指标体系，就是要引导我

们不要对传统的相对过剩产能抱太多幻想，要把

产业转型和创新驱动作为我们的主攻方向，用非

常之力，下恒久之功，走出一条具有山西特色的资

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新路。”

山西省统计局局长翟振新也表示，山西省政

府发布以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为核心内容的考核评

价指标体系和办法，就是要通过严考核，充分发挥

考核指标的指挥棒和风向标作用，引导和激励全

省上下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聚焦创

新驱动转型升级，主动转型、创新转型、全面转型、

深度转型。这突出体现了“五大发展”新理念新要

求和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省情特色，对于

引导和激励各级各部门奋力推进创新驱动转型升

级战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意义重大。

值得一提的是，《山西省区域经济转型升级考

核评价暂行办法》提出，该办法是全省统一的以创

新驱动转型升级为重要导向的区域经济考核评价

指标，科学考核评价全省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引导

和激励各级各部门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聚焦创新驱动转型升级，通过省市县三个层面

同时考核，压紧压实各层面目标责任，形成三级齐

抓共管、共同推进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良好工作

格局。

考转型考创新，煤炭大省不光挖煤

本报记者 王海滨

本报记者 江东洲 刘 昊

上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经济建设必须

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

设”的战略方针在全国上下加快实施。

星火计划、攻关计划、火炬计划、成果推广

计划、海洋开发计划……从 1978 年“科学的春

天”开始，广西一直在努力探索。

科技与经济如何才能深度融合在一起？时

值世纪之交的 1999年，一个崭新的名词——“创

新计划”在广西闪亮登场，加速了科技与经济的

融合进程。

在决策之初，广西就提出：“广西是后发展

地区，自主创新只有突出地表现为产品创新，在

发展中才能改变科技与经济‘两张皮’”。

很多人对这一故事记忆犹新。2007 年 11

月，玉柴动力大厦来了几位博世公司的外国友

人，他们专程前来商讨联合开发事宜。

而 4 年前的 2003 年，玉柴老总带队信心满

满地登门造访在德国斯图加特的博世总部，想

同博世合作，却被对方礼貌地拒绝了。

“如今他们可是主动找上门来的。”时任玉

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设计师的冯静说。从

拒绝到合作，从被动到主动，彰显了广西内燃机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微 型 轿 车 柴 油 机 、高 原 型 特 种 装 载 机 、

数 控 自 动 万 能 铣 头 、数 显 量 具 、预 应 力 锚 器

具……仅 2001 年至 2005 年，一大批科技含量

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市场竞争力强的新产

品和新技术相继诞生，创新计划表现出旺盛

的生命力。

“创新计划的实施，有效地集中了自治区和

地市两级的资金、人力和物力，促进了区域经济

发展和区域特色产业的形成，也有效地促进了

各行各业自觉地将经济工作转到依靠科技进步

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广西科技厅相关

负责人说。

在创新计划的推动下，玉柴、柳工、柳钢、上

汽通用五菱等企业成长为行内领军企业，引进

消化吸收再创新成为广西自主创新的主要形

式，逐渐跳出了“越引进越落后，越落后越引进”

的老路。

创新计划
让区域特色产业成形

桂西北的红土地连绵起伏，一望无际，蕴藏

着无尽的财富。发现于上世纪 70年代的百色铝

土矿，占我国总储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河池锡和

锑居全国之首，铟名列世界前茅……

199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

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引导贫困地区人

精深加工
让资源产业“鸟枪换炮”

全球首创的机械式自动放平反转铲斗连杆

机构、以 6吨装载机的配置实现 8吨装载机的作

业能力、360度视野无死角操作……在柳工集团

全球研发中心，这台准备推向市场的垂直举升

装载机，开创了行业先河。

全球首创靠什么？“我们坚持以市场为导

向，以研发和技术作为未来发展的核心驱动

力。”柳工集团董事长曾光安说。

在广西科技重大专项的支撑下，柳工把装

备制造技术输出到欧美市场，引领广西的先进

制造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开辟出新蓝海。

从上世纪 80年代到 90年代，从 21世纪的头

10 年到第二个 10 年，回望广西改革开放 40 年，

科技与产业、与经济结合的脉络清晰可见。着

眼未来，以科技发展的全面跃升带动产业跨越

发展，依然是广西的不二之选。

2016 年 9 月，广西召开全区创新驱动发展

大会，提出打造传统优势产业、先进制造业、高

性能新材料、生态环保产业等九张产业创新发

展名片，吹响了以创新引领发展的集结号。

从东欧的俄罗斯到南美的玻利维亚，从印

尼到缅甸，广西博世科公司的环保技术和产品

远销海外市场。“我们已经赶上了世界先进水

平，甚至部分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公司

董事长王双飞说。

应用于运载火箭的高端铝合金材料、国规

要求范围内尺寸最小的新能源汽车、国际领先

水平的三维石墨烯构造粉体材料制备中试基

地……这些打上“广西创造”标签的成果，折射

出了广西传统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的竞争力。

“40年的改革开放，让广西有了更充足的创

新底气，有了更强大的产业发展自信。”广西科

技厅党组书记、厅长曹坤华说。

从北部湾畔到桂林山水，从南岭山脉到右

江河谷，从创新计划到九张产业创新发展名片，

广西的创新大潮，浪潮奔涌，气象万千。

科技支撑
让产业名片越来越亮

152.5亿
并购重组形成固废处置全产业链

日前，环保领域上市企业盈峰环境宣布资产重组报告书，拟以

152.5 亿元收购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届时，

双方环保、环卫两板块产业将有望合并，打通固废处置全产业链。据

悉，这也是目前国内环保行业中最大的并购重组案。

中联环境执行总裁陈培亮称，在固废处理产业链中，中联环境的

环卫产业处于前、中端，盈峰环境则主打产业链后端。双方结合，可形

成完整固废处理产业链，更有利未来研发和运营、服务方面的整体性

和融合性。合并后，其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环保装备的技术储

备，将不仅应用于环卫领域，会更进一步应用于环保行业全产业链。

据了解，盈峰环境 2000 年 3 月在深交所上市，2015 年战略转型

进入环保行业，如今年营收超 50 亿元、市值超 110 亿，主打高端装备

制造、环境监测、环境治理、固废处理、环保运营等。中联环境，是中

联重科旗下的一家全环境产业企业，主要从事环卫机械与环境装备

研发制造，和环境项目投资运营，已拥有国内乃至全球最大的环境环

卫装备产品矩阵。目前，公司正着手环境产业人工智能化发展布局。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何姜）

广西广西：：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引领产业““步步高步步高””

民依靠科技开发当地资源，加快脱贫致富的步

伐”。然而，坐拥丰富的资源，却不能转化为脱

贫致富的产业优势，成为广西人长期以来的一

块心病。

“一吨氧化铝售价不到 3000元，一吨铝合金

窗 2 万元，而一吨高端的航空铝材高达十几万

元，得卖多少原料才赚得回来？”2011 年的一次

有色金属产业发展座谈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

左铁镛的一番话直戳广西的痛点。

“不能充分发挥优势，就会永远端着金饭碗

‘要饭’”。40 年来，依靠自主创新，做大做强资

源型产业成为了广西人的强烈愿望。

最长的大推力重型火箭用锻环用坯、时速

350 公里的动车组型材……在南南铝加工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一系列高端产品彰显着企业在

高端材料生产方面的能力。

2017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南南铝考察

时，赞许企业生产的新产品、高端产品实现“鸟

枪换炮”。而 2010年，当他第一次到南南铝考察

时，南南铝还只是一家以生产铝合金门窗为主

的企业。

在整个铝行业产能过剩时，南南铝依靠研

发主导和供给侧创新，走上了精深加工发展之

路。“目前，高端、高附加值产品已占公司全年总

销售量近 50%。”南南铝董事长张振宇说。

南南铝、平果铝、银海铝……40 年来，在广

西这块红土地上，不同的企业，都在做同样的事

情——通过科技创新激发新活力，促进资源优

势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大企业“鸟枪换炮”，小企业也不遑多让。依

托广西丰富的铟矿，一家名不经传的企业——广

西晶联公司制造出了相对密度大于 99.7%、适用

于大尺寸 TFT-LCD显示面板的高品质 ITO（铟

锡氧化物）靶材，推动了ITO靶材国产化。

直击“端着金饭碗‘要饭’”的痛点，广西

人开始明白怎么做：将锡精深加工成锡箔，将

锑精深加工成高纯金属锑，将铟精深加工成

铟靶材……

在 23.67 万平方公里的八桂大地，广西以科

技创新为支撑，进一步拉长产业链、做深精加

工、提升附加值、提高科技含量，把优势资源产

业打造成为富民兴桂的突破点。

一根成人手指粗的碳
纤维复合材料可承受约40
吨到80吨的重物——太
原钢铁集团与中科院山
西 煤 化 所 研 发 的 T800
高端碳纤维，使中国碳
纤维生产技术达到世界
一流水准。图为研发团
队骨干杨晗在生产线上
作业。 视觉中国

80后刘子健至今记得当初回乡创业时的窘境。几年前，他成立北

京奥格尼克生物技术公司，致力于将农业废弃物加工制成种植基质替

代土壤，以减少化肥对土壤的危害。然而，初创公司没有研发能力和

财力提供不同配方的种植基质，这可怎么办？

在顺义区生产力促进中心帮助下，刘子健对接了北京市缓控释肥

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实验室，不仅获得该实验室设计的一套生产环保

有机生态基质技术解决方案，还用创新券抵扣了三分之一的研发费。

据北京市财政局副巡视员张宏宇介绍，2014年—2017年首都科技

创新券已累计投入1.4亿元资金，支持2115家小微企业和111家创业团

队，合作开展了2402个创新券项目。近日，北京、天津和河北省科技、财

政主管部门在北京签署合作协议，正式启动科技创新券互认互通。

“北京拥有众多科研院校、高端实验室及价格不菲的科研设备，河

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创新创业团队对优质创新资源的需求日益强

劲。京津冀互认互通创新券打破了三地的政策壁垒，不仅使这些科技

资源得以开放共享，也将使北京科技优势溢出效应更为显著。”河北省

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三地共遴选出首批753家提供开放共享服务的科技服务

机构，作为接收异地创新券合作的实验室。这其中包括来自北京大

学、天津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高校院所的重点实验室。

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指出：“平台表面上推进‘物’的开放，但意义

远非如此，在推进过程中必然带动与科研设施相关的科学家研发能

力、科研成果的开放，带动科技企业的创新需求与高校院所的创新供

给的互动。”

据北京市科委统计，2017年北京输出津冀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

长31.5%，但仍有诸多困难和问题亟待解决。有学者分析指出，三地创

新资源分布不均衡，区域协同创新层次低、合作不紧密，尚未构建起创

新合作链条。此外，创新合作平台多而分散，不利于集群化承接首都

创新辐射，未形成产业链相互关联的集聚发展格局。

针对这些问题，目前北京市科委正有步骤布局，加大力度推动京

津冀建立相互衔接的创新券政策，并在汽车、生物医药等领域试点建

设联合实验室，促进三地资源共享。

许强表示，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证明，创新券是个很好的制度设

计，不仅可对小微企业创新创业提供精准帮扶，也调动高校院所仪器

设备开放共享，还有助于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今后要以科技创新券

为抓手，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

创新券：
激活京津冀协同创新“一盘棋”

本报记者 华 凌

数说创新

600家
乡村旅游助哈密农牧民增收

过去，新疆哈密市巴里坤县海子沿乡尖山子村村民阿丽玛·山斯

拜靠务农和打零工维持生计，一年到头也就 1万多元的收入。现在，

她在巴里坤湖景区边开了一家小商店，一年收入就是过去三四年的

收入。

这只是当地众多贫困户靠乡村旅游摆脱贫困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哈密市充分利用丰富的乡村自然风光、人文遗迹、民俗风情、农民

生活及农业生态等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走出一条哈密特色的乡

村旅游扶贫之路。

哈密市的乡村旅游也从单一的农家乐模式走向了乡村风光、休

假度假、乡村生活等多元化发展。

哈密市注重旅游与文化、生态、交通、安居富民增收相结合，通过

“旅游＋”，实现了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目前，全市现有农家乐600余

家，其中星级农家乐 133家。2018年新开业农（牧）家乐 60余家，新增

星级农（牧）家乐18家。上半年全市星级农家乐累计接待游客12.68万

人次，同比增长57.87%，旅游消费851.53万元 ，同比增长75.08%。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哈密市通过旅游实现巩固提升脱贫攻

坚成果的脱贫群众将达到 5000余人，占脱贫群众的 30％。

（记者朱彤）

2017 年，广
西高新技术产业
化指数连续三年
位居全国前列，
科技进步贡献率
达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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