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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近日出席新登記企業負責人座談
會。實施簡政放權特別是改革商事登記制度以來，今年
上半年內地新登記企業168萬戶，同比增長57%。其中
新登記私營企業158萬戶，從業人員達1009萬人，同比
增長43%。新增就業超過去年同期，簡政放權及相關改
革發揮重要支撐作用。而李克強在座談會中表示，要讓
新創企業在公平市場競爭中成長壯大。
李克強為了解這類企業經營狀況如何，他請來十餘位

新創企業負責人座談。
李克強指，上半年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市場預

期穩中向好。但也要看到當前仍存在下行壓力，必須堅
持區間調控，注重定向調控，持續激發市場活力，增強

發展動力。新登記企業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新生力量，而
且大多從事服務業，可以為民眾提供更多消費選擇，帶
動大量就業，符合國家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大方向，發
展潛力很大。企業進入市場，就意味着要承擔經營風險
和社會責任，政府也有義務為大家發展加油助力。

簡政放權創良好營商環境
李克強又表示，一是要繼續簡政放權，創造好的營商

環境。決不能讓企業被各種不合理的制度規定捆住手
腳，走不動，行不遠，甚至關門停業。政府要加快取消
不必要前置審批和資質資格認證等，下決心打掉前進路
上一個個「障礙欄」，使企業經營更加便利。
二是要加大對新創企業的財政支持和金融服務。針對

融資難、成本高等問題，研究對新創小微企業的扶持政
策，金融機構既要講經濟效益，也要講社會效益，承擔
社會責任，為小微企業發展服務。
三是政府和企業要共同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市

場經濟是法治經濟，也是道德經濟，要靠信用做基礎，
靠公平規則競爭，企業要講誠守信，政府也要依法嚴格
監管，打擊處罰違法違規失信行為，這也是為誠信經營
助力。
最後，李克強稱要通過深化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把

該放的放開，該扶的扶好，該管的管住，使新創企業在
公平公正的環境中不斷成長壯大，持續健康發展。新創
企業的成功具有標杆意義，會吸引更多的後來者創業，
最終讓民眾受益，也為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作出貢獻。

李克強：讓新創企業在公平市場競爭中壯大

陝西科研交易額勁增六成
研發投入佔GDP2% 改革體制加速釋放科技資源優勢

「80後」的曹江濤已有10年3D打印行業工作經驗，前年隨公司
首批入駐新成立的陝西科技資源統籌中心，他的辦公室也搬到了該
中心，並擔任西安聯創先進製造專業孵化器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打造科技資源共享平台
曹江濤告訴記者，公司的前身是陝西恆通智能機器有限公司市場
部下屬的一個僅有3人的小組。前年陝西恆通收購了原西安聯創先進
製造專業孵化器有限公司，他也被調配到了聯創公司，主要是面向
市場接受各類3D打印業務。曹江濤說，2012年之前，小組每年的業
務量也就是二三十萬元。
隨着陝西改革不斷深化，佔地53畝、擁有五大科技創新服務平台
和12個科技資源共享服務系統的陝西省科技資源統籌中心正式投入
運營，中心成立旨在打造一個內地領先的科技資源開放共享平台，
促進技術轉移和科技成果的有效轉化。聯創公司由於科技含量較
高，發展的快速製造技術符合國家戰略需求，接受陝西科技資源統
籌中心的邀請，成為首批入駐該中心的企業之一。

聯創享政策支持業務速增
曹江濤說聯創的事業僅到去年就達260萬元，今年估計超過400萬
元。按這樣速度，預計2018年產值將超過1000萬元。曹江濤認為，
企業突破發展主要得益於陝西科技資源統籌改革，把他們推向前
台。聯創不僅可享政策支持，還獲得科技資源統籌中心大力推廣。
由於3D打印是國家定位的新興戰略產業，他們從一開始被政府認
可，到現在過渡到被廣大市場認可。
據介紹，西安聯創先進製造專業孵化器與西安高新區創業園發展

中心共同打造的快速製造技術服務共享平台，目前已發展成為內地
領先的先進製造專業孵化器，也是陝西省唯一一個國家級服務類的
科技企業孵化器。「將來我們想把公司做成整個產業鏈的服務供應
商，希望到時候可以有風投公司投資我們。」曹江濤對聯創公司的
未來充滿了信心。

40億基金助中小科企發展
陝西擁有一千所科研院、二十二萬科技人

員，擁有國家發明專利1.4萬多件，科教優勢極
為突出。近年陝西以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為統
領，以增強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為核心，以加強
科技成果就地轉化為關鍵，率先在科技領域實
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陝西在推進科技統籌改革中，率先建成內地

領先的科技資源開放共享平台。截至目前，該
平台已統籌人才、機構、成果與專利等各類科
技資源信息近5億條，擁有開放共享設備6036
台套，科技文獻總量達1.3億條。
另外陝西還形成了「延長模式」，建立產學
研協同創新機制。先後組建陝西工業技術研究

院等6家工研院，成為擁有工研院最多的省份。
陝西省財政先後投入資金2億多元，撬動社會資
本近20億元，累計搭建各類技術平台和工程
（技術）研究中心25個，催生科技成果轉化項
目近100項，孵化培育科技企業49家。
此外陝西「財政科技資金引導機制」，全省

財政投入引導資金5億元，吸引社會資本形成內
地首個總規模40億元的省級科技成果轉化引導
基金，主要用於扶持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首
隻子基金——西科天使基金順利啟動。率先建
立科技保險風險補償機制，由財政補貼資金，
為投資風險埋單，僅西安高新區已有300餘家企
業投保，總保險金額達70億元。

擺脫速度情結 彰顯改革成效

「延長模式」助陝企躋身世界500強
作為中國乃至世界上發現最早的天然油礦，陝西延長
石油(集團)100多年前打成了中國陸上第一口油井，結
束了中國陸上沒有石油的論斷。但與其他傳統資源型企
業一樣，其也面臨資源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的問題，在
這樣一種形勢下，該集團延長通過大力推進企業自主科
技創新，走創新驅動、內涵增長的發展道路，通過幾年
來堅持不懈的努力，該集團成為中國西部首家世界500
強企業。其產學研緊密結合的科技創新發展模式，更是
成為發揮企業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主題作用、破解「陝
西現象」的有益嘗試。
油田勘探開發方面，該集團
在開發了近百年的老油區上精
耕細作，不斷提升地質認識和
開發水平，通過「延長下面找
延長」實現了探明地質儲量的
逐年遞增，通過技術進步實現
了千萬噸級大油田的連續多年
穩產增產。
同時該集團利用陝北地區的
資源稟賦，以油氣煤多種資源
為基礎，以資源綜合利用為特
色，以生產油品為主線，以自
有核心技術為支撐，統籌發展
化工產業，不斷加轉企業轉型
升級步伐。該集團堅持資源綜
合利用和深度轉化，啟動實施
了一批資源綜合利用產業園區

項目，將有力促進陝北能源化工基地高端發展。同時，
該集團以建設創新型企業為目標，加快提升自主創新能
力，力爭「十三五」末實現銷售收入5000億元，進入
世界企業300強。
此外，所謂「延長模式」，即陝西省科技廳與延長石
油共同設立「延長能源化工專項」，由科技廳出資
4000萬元、延長石油投入20億元、吸引省內外10多家
科研院所參與，聯合開展關鍵技術研發，創造了政策、
資金、技術、人才等資源高效集成的科技創新模式，也
被譽為破解「陝西現象」的「延長模式」。

■李克強與新登記企業負責人座談。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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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增長失速的人群暫時放心。中國經濟正努力
轉型，整個社會也在擺脫「速度情結」，在調結構與
保增長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據法國《歐洲時報》稱，今年內地首季經濟增速創
下6個季度新低後，關於中國經濟增長失速甚至崩潰
的論調就多了起來。為了穩增長，中國政府先後出台
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為小型微型企業減稅、提速鐵路
等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允許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適當
降低準備金率等。這些措施因為明確限定了範圍，被
輿論稱為「微刺激」。

二季度經濟數據增速達7.5%，比一季度提高了0.1個
百分點。中國經濟被認為回暖明顯，多數輿論自然將功
績記在「微刺激」頭上。「微刺激」措施的利好未來還
會持續釋放，無疑有助於下半年經濟繼續保持平穩。
受世界經濟發展周期影響以及中國經濟自身發展所

需，中國經濟正努力轉型，整個社會擺脫「速度情
結」的共識也在逐漸加大，在調整結構與保持增長間
找到一個黃金平衡點，無疑是能否形成最大共識與最
終完成轉型的關鍵。
今年上半年，以「微刺激」領銜的中國經濟操作，

只是其中的一個例證，中國經濟無論是調整還是增
長，都還有很多空間。如服務領域，中國正努力擺脫
服務業層次較低的狀況，高端如金融、保險、文化、
物流服務等，仍有很大發展空間。凡此種種，一則說
明中國平衡增長與改革已初見成效，同時也會增強外
界對下半年中國經濟乃至此後中國經濟發展的信心。

科技優勢一直是陝

西實力的重要標誌，

然而「科教大省」卻

形成了科技優勢與經

濟發展不匹配的「陝

西現象」。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將深化科技體制改

革，陝西省通過系列科技資源統籌改革，將科技研究創

新成果這把鑰匙，直接啟動經濟發展動力引擎，走出

「科技大省、經濟小省」的困局。據悉，陝西全省技術

合同交易額經過強力推進統籌改革之後，達到533億

元、增長59.3%，位居內地第5名，全社會研發投入佔

GDP比重達到2%，全省科技進步貢獻率達54.9%，陝

西科技資源優勢正加速釋放。 ■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曉芳、實習記者王明楊 陝西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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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省科技資源統籌中心。 王明楊 攝

■陝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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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首
屆青少年
科技創新
大賽今年
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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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石油正在開創油氣煤綜合利用、深度轉化的特色之路。 本報陝西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