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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技界
关注中国科技创新进展

近日，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刊

文说，中国互联网和高科技企业已超越

模仿时代，成为投资和研发的全球领先

者，中国的科技巨头进入了全新的创新

时代。许多受访者表示，美国企业应在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与中国加强合

作，而不是排挤和对抗。

6版

□ 关俏俏

眼下，在新疆塔里木盆地诸多绿

洲，丰产的核桃进入收获期，围绕主

产区和交易集散地新建的批发交易

市场迎来送往，越发热闹。

“这是新疆最大的核桃交易市

场，要不了几天，来自全国各地的采

购商，以及周边核桃产区的批发商就

会蜂拥而至，这里接下来会更加热

闹。”新疆核桃（和田）批发交易市场

负责人高国蔚说，在南疆特色林果

主产区、区域交易集散地布局建设

的批发交易市场，正成为提高当地

特色果业竞争优势，促进产业融合

的重要抓手。

作为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措施

之一，新疆通过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

工业，培育农业产业龙头企业，以新

疆果业集团为龙头，加强特色林果标

准化示范基地建设，优化全区特别是

南疆农村经济结构。

今年8月是新疆伽师瓜成熟季，

瓜农热西提·麦米提明的卖瓜之路

可谓“短平快”：“每天早上骑着三轮

电瓶车，把现摘的瓜拉到附近的市

场，等着老板上门就行，一般当天就

能卖掉。”

今年6月，新疆最大的伽师瓜交

易中心——新疆果品（伽师）批发交

易市场，在伽师县建成运营。在交易

市场销售区，特设的扶贫专区供瓜农

免费交易。于是，和热西提·麦米提

明一样，从周边各个乡村的田间地头

驶向交易市场的“运瓜大军”，在位于

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中国伽师瓜

之乡”伽师县周边形成了颇为壮观的

景象。

这是热西提·麦米提明种瓜15

年来挣得最多的一年。“刨去成本，瓜

的收入就有2万多块，这里老板多，

不愁卖，价格还好。”热西提·麦米

提明的8亩瓜卖出了2.4万元的好

价钱。

伽师县拥有超过20万亩、产量

达50万吨的商品瓜种植面积。与伽

师瓜一样，南疆环塔里木盆地有

1200万亩特色林果的资源优势，当

地农民超过三成的收入来自林果业，

在一些林果重点县甚至超过一半。

然而，受市场、区位、种植技术等因素

制约，新疆林果面临着规模大而不

优、销售模式单一、销售渠道分散、精

深加工不够、产业链短缺等问题，不

少果农守着“金山”过穷日子。

为解决特色农产品销售难题，去

年以来，新疆果业集团加快推进区内

收购网和区外销售网的“两张网”建

设，在全区特色林果主产区、区域交

易集散地，布局建设了8个果品批发

交易市场，以提高当地特色果业的竞

争优势。

“这里采用线上现货电子交易平

台+线下产地交易集配中心的运营

模式，开展集交易远程报价、结算、支

付、拍卖、交割、物流配送一体化经营

服务，改变了过去农产品传统交易模

式。”新疆果业集团南疆基地部党支

部书记王咏梅介绍，此举不仅降低了

交易成本，还提高了交易效率。

在今年的伽师瓜采购期，包括赵飞

在内超过460多位伽师瓜采购商从

全国各地集聚伽师县。“我可以通过

交易市场大数据平台看到实时参考

价，以及一周内的价格变动趋势，为

收购瓜果提供价格参考。”赵飞说。

此外，由于采购商以会员的方式

预付了资金，还有效避免了采购商拖

欠农民资金的问题。如今在市场交

易结算大厅，果农可以凭借与采购商

的交易小票直接到柜台窗口兑换现

金。而当市场低迷时，8个“收购网”

项目作为托市收购服务平台，还会以

不低于政府指导价进行托市收购，保

障农民收益。

“下一步还将加强金融服务，根

据中小企业和商户信用设立授信额

度，为其提供金融支持。”王咏梅说。

高国蔚介绍，随着新疆加大农

产品加工项目投入，农产品加工转

化能力得到一定程度提升，有力推

动林果产品由卖原料、粗加工向精

深加工转变，提升新疆特色果品的

加工、分选、分级水平和规模，延长

农业产业链，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提

高市场竞争力，实现新疆特色林果

业的高质量发展。

如今，新疆特色林果面积稳定在

2200万亩，形成环塔里木盆地周边

南疆特色林果主产区，吐哈盆地、伊

犁河谷和天山北坡特色林果产业带，

红枣、核桃、香梨、杏、苹果、葡萄六大

特色树种产业集群，林果产业已成为

新疆农业经济尤其是南疆深度贫困

地区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柱产业。

□ 高 亢

1949年底，我国平均每千人只

拥有半部电话机。从新中国成立初

期全国90%的县不知电话为何物，

到如今的通信网络覆盖全国、光纤宽

带成家庭标配、手机网民规模达到

8.47亿。

70年来，中国通信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从通信空白到走向世界

前列，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通信红利

惠及每一个人，人们的获得感、幸福

感不断增强。

通信基础不断完善
技术革新突飞猛进

2017 年春节前夕，四川“悬崖

村”正式开通了中国电信宽带网络和

4G移动信号，打通了“悬崖村”的信

息天路，村民们迎来了通信新路径和

网络新天地。

2019年 8月，打开中国移动手

机APP，在北京地图上看到的是密

密麻麻的5G基站信号覆盖区域，站

在长安街、三里屯街头，用手机下载

一部高清电影只需短短数秒。

从无到有，通信网络基础建设的

快速发展，正是中国通信业由弱变强

的真实写照。

回首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通信

基础设施陈旧、技术落后：全国市内

电话交换机总容量仅有31万门，长途

通信主要靠短波无线电报沟通，技术

装备比发达国家整整落后二三十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信网络规

模容量成倍扩增，如今已建成包括光

纤、数字微波、卫星、程控交换、移动

通信、数据通信等覆盖全国、通达世

界的公用电信网，建立了全球最大规

模4G商用网络。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到2017

年末，我国固定长途电话交换机容量

达到 602.6 万路端，是 1978 年的

3235 倍；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由

1990年的5.1万户猛增至2017年的

242,185.8万户，年均增速高达49%；

光纤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2.94亿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信技术

高速发展，在固网通信和移动通信

等领域不断创新，很多技术实现从

空白到领先的跨越式发展。在移动

通信领域，我国经历了1G空白、2G

跟随、3G突破、4G同步、5G引领的

崛起历程。中国自主研发的4G技术

标准TD-LTE被国际电联确定为

4G国际标准之一，5G时代无论是标

准制定还是实验进程我国都走在世

界前列。

“70年来，中国通信业经历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合资合作、自主创新

的发展过程，从手摇电话、万门数字

程控交换机到移动通信设备制造，中

国通信业快速发展不仅让通信便利

惠及国人，而且还走出国门、服务世

界。”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董事长

吕卫平说。

网民规模快速增长
网络大国崛起东方

70年来，人们长途通信从写信、

发电报发展到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我

国通信业发展步伐之快、成就之大，

有目共睹。

1978年，我国固定电话用户总

数只有192.54万户。到2017年末，

我国电话用户规模已达16.11亿户，

跃居世界第一。移动电话普及率由

1995年的0.3部每百人提高到2017

年的102.5部每百人。

同时，网民由1997年的62万人

激增至2017年的7.72亿人；互联网

普及率达到55.8%，超过全球平均水

平4.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

9.1个百分点。

近十几年来，我国通信网络的全

方位部署，不仅让以往通信难、长途

贵等问题不再，新兴网络科技和互联

网的普及还催生了无数创新型互联

网应用步入寻常百姓家。

“中国过去这些年的经济发展，

带动了人才的培养，带动了技术的进

步，带动了资本的积累，以及较好的

营商环境，中国市场的优势越发突

出，通信业和互联网行业发展在不断

提速。”高通公司中国区董事长孟樸

认为，中国的参与加速了4G在全球

的快速发展，为全球通信产业提供了

良好的发展环境，助推全球通信产业

快速发展。

5G商用、智能制造、万物互联、

移动支付……愈加深入渗透中国人

衣食住行方方面面。越来越多的外

国人在中国看到并亲身体验扫码支

付、手机外卖、无人超市、共享单车等

带来的巨大便利；手机信号好、网速

快、移动应用便捷，成为他们中国之

行的强烈印象。

通信红利惠及全民
网络经济迸发活力

通信业、互联网行业是关乎亿万

群众福祉的民生大事，只有“网快、信

号好、资费公道”，才能真正让通信业

发展红利惠及于民。

近年来，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网络

提速降费举措和通信基础设施的持

续完善，通信红利惠及全民，迎来了

中国互联网用户爆发式增长和网络

应用高速发展的春天。

通信发展，基站先行。中国铁塔

公司成立的5年多来，累计完成铁塔基

站建设项目197.9万个，新建基站铁塔

共享率从14%提升到近80%，相当于

全国少建铁塔72万座，节约行业投资

1290亿元、节省土地3.7万亩，助力我

国快速建成全球规模最大4G网络。

“70年来，创新发展理念已融入

中国通信人的骨髓。”中国铁塔董事长

佟吉禄表示，中国通信行业在践行自

主创新、绿色共享方面走出了一条中

国思路，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共享创

新为网络提速降费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

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

网民使用手机上网比例为99.1%，用

户月均使用移动流量达7.2GB，为全

球平均水平的1.2倍。

与5年前相比，我国移动宽带平

均下载速率提升约6倍，手机上网流

量资费水平降幅超90%，百姓通信

体验和获得感持续提升。

70年来，中国通信的定义在不

断扩展，从电报、手机到网络流量，再

到万物互联，通信业已成为推动我国

各行各业转型升级的赋能者。随着

我国网络提速降费和“互联网+”战

略的深入推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各

领域跨界融合和深度应用，催生了一

系列“互联网+”经济新业态，为国民

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能。

2017年，我国电子商务、网络游

戏、网络广告等数字经济繁荣发展，

收入水平增速均在20%以上；移动

支付普及继续深化，移动支付交易规

模已超81万亿元，位居全球之首。

展望未来，我们坚信，随着全面

深化改革的推进，中国通信业必将迎

来更加光明的前景，大踏步向着“网

络强国”目标昂首迈进。

新市场吸引客商聚集 收购网繁荣乡村经济
新疆布局产销“两张网”促进产业融合

从通信空白到走向世界前列
——共和国通信业发展成就巡礼

国家统一核算GDP
让“家底”更真实

□ 北 清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近日

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我国将实

施GDP核算下算一级，由国家来统一核

算地方GDP。在地方核算GDP过程中，

因为存在跨省交易和重复计算等情况，

过去一直有地方 GDP 加总大于全国

GDP的情况，今后将实施GDP统一核算

解决这个问题。

我国1985年开始建立GDP 核算制

度，1993 年正式取消国民收入核算，

GDP 成为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

随后十几年，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

段，年均经济增长高达两位数，我国

GDP总量一路攀升，成长为仅次于美国

的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在我国经济高速

增长的过程中，从最初赶超欧洲强国的

自豪，到超越日本的平静，再到对 GDP

数量和质量内涵的反思，国人对GDP的

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最常见的问题是，GDP总量和民生

福祉期待之间存在距离。一方面，一些

地方的GDP数字存在水分，从一些重复

上马的“政绩工程”“烂尾工程”中，可见

热衷GDP数据和过度看重GDP排名导

致的乱象。另一方面，GDP数据不准确

也是核算制度不科学所致——多年来我

国采取GDP“分级核算”制度，各地核算

然后相加容易产生三大问题。

首先，分级核算容易造成核算误差，

毕竟各地核算标准会有差异，哪怕是微小

误差，叠加后也会带来大问题。其次，我

国是个大市场，不同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

和商业活动会导致GDP的重复计算。再

次是政绩考核下的GDP排位，让地方核

算体系有了“宁多勿少”的功利思维。

地方 GDP 增速和数量“双高”于全

国GDP增速和总量的尴尬，不仅让国内

一些人对GDP统计产生怀疑，也影响了

国际社会对我国经济的认知和评价。为

确保GDP增速和总量的真实性，国家采

取了相关措施，如着力优化调查体制，在

国家统计局设立调查总队，在地方设立

分支机构，通过“国家队”来纠偏“地方

队”的数据讹误；又如通过各项督查、巡

查和监督，努力解决地方GDP核算中的

数据不实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改变了对地

方的考核方式，不再以GDP论英雄。我

国从高速度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新

阶段，不仅从根本上给地方减负，也促使

各地客观对待GDP数据。

在此背景下，国家决定统一核算地

方GDP，可谓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我国

已经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阶段，

不需要GDP数据的“虚荣”，通过国家统

一的科学核算体系，可以让GDP名正言

顺发挥应有的作用。GDP 作为客观的

经济评价指标，依然是衡量国家综合实

力的通用标准，国家统一核算，让我国

GDP增速和总量更为科学准确，透过真

实的国富“家底”反映真实的民富水平。

国家统一核算GDP，有助于突破地

方GDP核算的重复加算，真实反映区域

之间的经济联系，有助于打破地域限制，

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城市群建设提供精

准政策设计。全国统一的 GDP 核算和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挂钩，也有助于得

出最真实客观的GDP数据，这样的“家

底”让国家更自信，为高质量发展打下了

良好基础。

第四届华为全联接大会在沪举行
9月18日，以“共创智能新高度”为主题的第四届华为全联接大会在上海举行。图为参观者在观看一款能够

识别颜色形状完成拼图复制的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方 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