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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Important NewsImportant News

中外记者体验古老中外记者体验古老故宫的数字科技故宫的数字科技
10月14日，部分参与中共十九大新闻报道的中外记者来到北京故宫，参加十九大新闻

中心组织的“中国历史文化与公共服务情况”参观采访活动。图为一名记者（右）在故宫端门

数字馆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体验养心殿内场景。 本报记者 高弘杰 摄

□ 中国国防报记者 杜怡琼

□ 本报记者 丁 南

“4艘船舶途经宁德时发生

故障，目前正位于三都澳海域,

请速支援。”近日，福建省宁德

市某船舶重工有限公司接到国

家国防动员委员会综合办发来

的通知，他们立即启动“华东地

区（福建）船舶综合保障动员中

心”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召集

“海军舰船海上机动民兵修理

分队”赶赴事发海域，经过3昼

夜抢修，故障船舶顺利返航。

一家民营企业为何会承担

如此重要的救援任务？福建省

福州港口管理局宁德分局建设

科副科长张少林向记者解释，

这家企业是“民参军”的典型代

表。2013年，该企业首次承担

为福建驻军某部生产工程船的

任务；2014年，与宁德军分区联

合研发“民用商船预警系统”；

2015年11月，被国家经动办授

予华东地区（福建）船舶综合保

障动员中心；2016年2月，该企

业被列为渔船、公务船定点修

造企业。

从参军高门槛到取得军品

科研生产许可证，从跟跑到领

跑，是这家船舶重工有限公司

的显著变化。5年来，宁德市一

批“民参军”企业如雨后春笋般

发展，成为该市军民融合发展

的生力军。

5年来，宁德市努力打造

军民融合产业园，积极吸引高

新技术企业入园，军民融合产

业总产值年均增长64%；与国

防科技大学、原解放军装备学

院等军事院校签订了全面战

略合作协议；成立军民融合装

备与信息技术研究院；在铁

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中贯

彻国防要求，累计完成里程

900余公里。

一系列成果的背后折射出

宁德军民融合发展已经从稳步

探索转向阔步迈进，这一从慢

到快的发展过程，离不开国家

政策机制的支持。

习主席在福建工作期间，

把开发三都澳概括为闽东人民

的“三大梦想”之一。2016年，

福建省第十次党代会作出“再

上新台阶、建设新福建”决策部

署后，宁德市委、市政府积极响

应，确立了“开发三都澳、建设

新宁德”的任务。为此，宁德市

主动融入国家军民融合战略、

海洋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倡

议，启动创建“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试验区”，以打造军民融合国

际化大港为龙头，统筹国防建

设和经济建设需求，整体推进

三都澳开放开发，目前正在编

制《三都澳军民融合国际化深

水大港发展规划》。

新时期，军民融合建设必

须找准军地利益契合点，在共

建共享中推进深度融合。如何

把握“共建共享、深度融合”？

宁德市申请创建“国家军民融

合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办公

室负责人周安林告诉记者：“我

们创建示范区，就是要通过军

民融合深度发展，推动革命老

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加快转变

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大幅提升

发展水平和效益，推进国家重

大优质战略资源（如三都澳）开

发建设中实现军事和经济效益

最大化，强化在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中贯彻国防要求，努力培

育军民融合支柱产业，研究探

索建立军民融合常态化、长效

化、规范化体制机制。”目前，宁

德市正在积极建设36个军民融

合码头泊位工程、3个军民融合

航道工程，完善环三都澳短程

平战结合公路网，积极引进一

批军民融合项目，打造一批军

民融合示范点，最大化实现富

民与强军、应急与应战、民用与

军用有机统一。

宁德军民融合发展是福建

省军民融合发展的一个缩影。

5年来，龙岩市军民融合发展步

伐提速，与十大军工集团洽谈

对接，签订项目

82 个 ，总 投 资

485亿元；福州第

三人民医院与部

队医院建立合作

机制，组建福建首家由部队医

院与地方医院共建的“军民融

合医疗联合体”；厦门市政府与

国防科技大学、中国电子信息

集团联合成立军民融合协同创

新研究院和军民融合高技术产

业园，建立9类科技拥军专家

库和8个科技拥军示范基地，

协助部队取得百余项科技攻关

成果……

如今，福建军民融合发

展正在向纵深推进，产业集

群、港口集群、城市集群逐渐

形成规模化效应，未来还会

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

程度上将国防和军队建设与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互通互融，

以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充分

利用，促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的“擘画图”转化为实实在在

的“路线图”。

本报讯 记者付朝欢报道

“这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大会！

主席台上一有人讲话，在两侧的

投影上，科大讯飞的语音识别系

统就能迅速将语音同步转化成

文字，与今天大会‘人工智能’的

主题相呼应，让人印象深刻。”日

前，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

（以下简称联盟）成立大会在北

京中国科技会堂召开，参会的张

女士兴奋地告诉记者。

联盟由国家发改委、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指

导，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

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国家工

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

牵头，全国200余家人工智能相

关企业机构共同发起组建。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林念修、

科学技术部副部长李萌、工业和

信息化部副部长罗文、中央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信

息化发展局局长徐愈，以及相关

领导出席联盟成立大会。

大会选举中国工程院院士

潘云鹤为第一届理事长，中国工

程院院士高文为专家委员会主

任。潘云鹤代表理事会介绍了

联盟总体情况及未来工作思路，

并提出了未来工作要求。中国

科学院院士张钹代表专家委员

会发言，表示将积极建言献策，

支持产业发展。此外，联盟的专

家和企业代表就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作了主旨报告。

据了解，联盟将整合全产业

链资源，促进人工智能科技成果

和资源的积累与转化，汇聚政产

学研各方面力量，助力创新发展。

□ 本报记者 袁 琳

“稳的基础更加巩固，进的

动力更加有力，质的提升更加

明显。”国资委总会计师沈莹在

10月12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如是概括前三季度央

企运行情况。

前三季度，中央企业收入

利润持续保持双快增长，增速比

前五年平均水平分别提升12.5

个和18.3个百分点。运行质量

稳步改善，布局结构持续优化，

稳中向好、稳中有进、稳中提质

的发展态势更加明显，效益增

长的稳定性、持续性和协调性

继续巩固，创造了党的十八大

以来的最佳业绩。

实体企业振兴迈出
坚实步伐

数据显示，中央企业累计实

现营业收入19.1万亿元，同比增

长15.4%，累计实现利润11,104.8

亿元，同比增长18.4%，延续了去

年四季度以来持续增长态势，效

益创历史最好水平。其中，工业

企业的贡献最大。据统计，前三

季度中央工业企业营收、利润同

比分别增长18.3％和 24％，增

收额和增利额对央企整体收入

与利润增量的贡献分别为

75.3％和64％。

沈莹分析，工业企业是央

企资产的主要分布领域，也是

关键的重点行业，实体企业振

兴迈出坚实步伐，得益于央企

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

“一方面做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增量，大力

发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人

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行业；

另一方面激活传统产业存量，

打造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石

油石化、建筑、钢铁等传统产

业通过技术工艺创新提高附

加值，打造高品质、焕发新活

力。”沈莹说。

据介绍，中央企业研发经

费累计投入1.7万亿元，约占全

国的1/4，高端制造、科研、现代

服务业等行业收入增长24.1%，

高于中央企业平均水平。

“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步伐

加快，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

效益贡献不断提升，数字经济、

绿色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汽

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得到

加强。”沈莹表示，央企的前进

动能更加有力。

此外，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

种困难和挑战，加强生产组织调

度，全力保障经济运行基础供

应，重点行业产销平稳增长。据

了解，前三季度，98家央企中多

数企业实现增利，其中56家效

益增速超过10％。特别是随着

工业领域供求关系进一步改善，

产能利用效率进一步提高，工业

企业效益大幅回升。

沈莹介绍说，国有企业的

国际化经营取得很好成效。3

年来，已经有47家央企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签订了1676个

项目。

钢铁煤炭去产能
进展顺利

沈莹介绍，前三季度央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显著。

钢铁煤炭去产能进展顺利。提

前完成今年钢铁去产能595万

吨目标，已完成煤炭去产能

2388万吨，已累计重组煤炭产

能1亿吨。“僵尸企业”处置平稳

进行。中央企业用一年多时间

完成了571户“僵尸企业”和特

困企业处置和治理主体任务。

今年上半年81家中央企业所属

2041户“僵尸”子企业和特困子

企业整体效益状况明显好转，

亏损额较2015年同期相比减

少885亿元。

除此之外，“压减”工作成

效明显。中央企业已累计减少

法人单位6395户，减少比例达

12.3%。历史遗留问题加快解

决。国有企业“三供一业”分离

移交任务总体过半，企业剥离

办社会职能工作取得初步成

效。重点困难企业集团改革脱

困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同比减

亏增利122.3亿元。

沈莹还指出，前三季度运

行质量逐步提高，资产负债率

水平保持稳定。成本费用管控

取得明显成效，资本回报与效

益增长匹配度更好，负债率保

持稳中有降。

固定资产投资逐步企稳，

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前三季度

中央企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1.4万亿元，同比下降1.5%。

从投资结构看，中央企业正在

按照中央指明的布局结构调整

方向加大工作力度，前三季度

电网、装备制造、通信、交通运

输等战略性和支柱性产业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3%；煤炭、

钢铁、火电等产能过剩行业中

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33.5%、19.3%和 21%，如剔除

过剩行业，中央企业固定资产

投资实际增长2.5%。

同时，税费贡献稳步增长，

减费让利支持全社会降成本。

沈莹说：“中央电信企业坚决执

行‘提速降费’，取消国内长途

漫游费、流量不清零、降低中小

企业专线接入价格等活动，电

力企业执行火电价格下调等要

求，石油石化企业执行非居民

用天然气价格下调等政策，前

三季度累计减费让利超过1100

亿元，有效降低了全社会运行

成本。”

本报讯 记者刘政报道

记者10月13日从国务院新闻

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全国通关一体化全面实施，企

业可以在任意一个海关完成申

报、缴税等手续。

据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

黄颂平介绍，为了落实全国通

关一体化改革，海关总署制定

了海关风险防控中心、税收征

管中心、“一次申报、分步处

置”、海关税收征管方式改革以

及全国隶属海关功能化建设等

“两中心三制度”建设实施方

案。今年7月1日，全国海关

风险防控中心和税收征管中心

正式启用，并自10月1日起全

面实施出口通关一体化。

黄颂平指出，通关一体化

改革打破了关区之间的藩篱，

全国海关形成一个监管执法协

作整体，通过风险防控中心、税

收征管中心集中处置关键业

务，实现“全国海关是一关”。

比如，过去各个海关按关区划

块监管，执法难以统一。现在

风险防控中心代表总署统一布

控，税收征管中心代表总署直

接指挥全国各个海关现场的税

收征管作业，企业面对的是中

国海关这个整体，各个海关都

成为整体流程中的一个环节，

执法更加统一、规范、高效。

通过“一次申报、分步处

置”，在口岸排查安全准入风险

后，货物即可放行，放行后海关

实施征管作业，从而大大加快

货物通关速度，通过企业“自报

自缴”，海关税收征管作业后

置，进一步缩短货物通关时间，

降低贸易成本，也有利于强化

企业申报责任。

本报讯 记者刘政报道

10月 13日，国务院新闻办举

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17年前

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据海关

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介绍，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

口总值达 20.29 万亿元人民

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16.6%。

贸易方式更趋合理,进出口市

场趋向多元化,内生动力更加

强劲,产品优进优出方面取得

良好进展。

谈到对外贸易质量效益、

优进优出等方面的新进展，

黄颂平表示，前三季度，我国

对外贸易进出口在结构优化、

质量效益提升等方面表现出

了一些新的变化。

贸易结构仍在优化和改

善。一是贸易方式更趋合

理。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

18.1%，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56.6%，较去年同期提升0.7个

百分点。二是进出口市场趋

向多元化。对欧美日等传统

市场进出口增长17%，对拉美

国家进出口增长23.4%，与非

洲国家进出口增长19.7%。三

是内生动力更加强劲。民营

企业进出口增长17.8%，占我

国外贸总值的38.5%，较去年

同期提升0.4个百分点。

在产品优进优出方面取

得良好进展。在出口方面，前

三季度我国纺织服装等七大

类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增长9.4%，仍然具有较好的竞

争优势。同时，部分高附加值

机电产品和装备制造产品出

口也保持良好增势，比如出口

汽车增长 28.5%，船舶增长

12.2%，医疗仪器及器械增长

10.8%，表明我国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逐渐增强，国际竞争新

优势逐渐显现。在进口方面，

能源资源性产品进口稳定增

长，比如原油、铁矿砂、天然气

进口量分别增长12.2%、7.1%

和22.3%，部分重要设备和关

键零部件等高新技术产品进

口较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增

长 18.4%，发动机进口增长

26.2%。上述这些资源性、高

新技术产品的进口增长，将持

续推进国内创业创新、经济结

构优化和转型升级。

黄颂平指出，总体看来，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回

稳向好势头在巩固，增长质量

效益在提升。除国际环境总

体向好、国内经济稳中向好因

素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

“一带一路”倡议稳步推进对

我国前三季度外贸增长起到

了促进作用。

前三季度，受国际大宗商

品价格上涨影响，带动我国进

口价格总体上涨10.6%，进口

价格上涨对进口总值的拉动

贡献率达到52.5%。同时，我

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

出口增长20.1%，高出同期我

国进出口增速3.5个百分点，

对整体向好贡献明显。

黄颂平表示，前三季度，

我国外贸进出口七方面特点

显现：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

比重提升，贸易方式结构有所

优化；传统市场进出口全面回

升，与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进出口快速增长；民营企业

进出口增长，比重提升，第一

大出口经营主体的地位进一

步巩固；中西部和东北三省进

出口增速高于全国整体，区域

发展更加协调；机电产品、传

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仍为出口

主力；铁矿砂、原油和天然气

等大宗商品进口量价齐升；中

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微幅回

落，出口经理人信心指数环比

提升。

黄颂平指出，下一步，将

更加注重培育以技术、品牌、

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

新优势，不断提高外贸发展质

量效益，以实现对外贸易的持

续健康发展。

前三季央企经济运行创五年来最佳业绩
收入利润持续保持双快增长，实体企业振兴迈出坚实步伐，战略性新兴产业

加快发展，重点行业产销平稳增长

福 建 ：从 稳 步 探 索 到 阔 步 迈 进
—— 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系列报道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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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通关一体化全面实施
“一次申报、分步处置”实现“全国海关是一关”

200余家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机构共同发起组建

□
一
般
贸
易
进
出
口
增
长18 .1 %

，占
我
国
外
贸
总
值
的56 . 6 %

□
民
营
企
业
进
出
口
增
长17 .8 %

，占
我
国
外
贸
总
值
的38 . 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