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 8万亿元
我国主要海洋产业稳步恢复

近日，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
与经济司发布的《2020 年中国海洋经
济统计公报》 显示，2020 年我国主要
海洋产业稳步恢复，全国海洋生产总
值 80010 亿元，全年增加值 29641 亿
元。 除滨海旅游业和海洋盐业外，其
他海洋产业均实现正增长，展现了海
洋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活力。

具体而言，海洋第一产业增加值
3896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26741 亿
元， 第三产业增加值 49373 亿元，分
别占海洋生产总值的 4.9%、33.4%和
61.7%。

29%
前两月规上网企业务收入增长

据工信部近日消息，1-2 月，我国
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
成业务收入 1990 亿元， 同比增长达
29% ， 与上年同期较低基数水平
(4.5%)相比，增速同比提高 24.5 个百
分点。

据了解，今年前两月，规模以上
互联网企业实现营业利润 151.7 亿
元，同比增长 17.3%，增速延续去年下
半年以来的较好增长态势；但营业成
本上升较快，同比增长 31.1%，受其影
响营业利润增速低于同期收入增速
11.7 个百分点。

2022 年将全面普及电子客票

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21 年
推广道路客运电子客票服务工作方
案》，加快推进全国道路客运电子客票
普及应用。

根据方案要求， 今年在辽宁、吉
林、 浙江等省份深化开展道路客运电
子客票推广应用， 依托道路客运行业
智能服务设施设备的应用和普及，提
供无接触式、 无纸化客运服务， 实现
20 个以上省份普及道路客运电子客
票服务，2022 年我国将全面普及道路
客运电子客票。

3 月 PMI 三大指数均实现回升

延续扩张态势 经济恢复动力持续增强
3 月 31 日， 国家统计局服务

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合会发布中国采购经 理指数
（PMI）。 数据显示，3月中国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
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
51.9%、56.3%和 55.3%， 比上月上
升 1.3、4.9 和 3.7 个百分点， 表明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加快，我国
经济总体延续扩张态势。

三大指数均实现回升
今年春节过后，企业生产加快

恢复，3 月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回
升。

数据显示，春节过后，国内市
场产需加快释放，加之世界主要经
济体经济继续复苏，本月新出口订
单指数和进口指数分别为 51.2%
和 51.1%， 高于上月 2.4 和 1.5 个
百分点，其中进口指数升至近年高
点。

大、中、小型企业 PMI 分别为
52.7%、51.6%和 50.4%， 分别高于
上月 0.5、2 和 2.1 个百分点， 不同
规模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均有所改
善。 小型企业虽然景气水平低于
大、中型企业，但生产经营活动预
期指数升至 58.4%，表明小型企业
对近期市场发展信心有所增强。

值得关注的是，新动能引领态
势良好。 从重点行业看，高技术制
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3.9%和 52.9%，高于制造业总体 2
和 1 个百分点，新动能对制造业发
展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同时，两
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指数分别升至
51.2%和 50.5%， 表明相关行业用
工需求有所增加。

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

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介绍，3 月非
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明显回升，为
56.3%，高于上月 4.9 个百分点，非
制造业扩张步伐加快。 其中，服务
业升至较高景气水平，表明随着疫
情防控成果巩固，消费需求不断释
放，服务业加快恢复。 从行业情况
看，铁路运输、航空运输、电信广播
电视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
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等行
业商务活动指数运行在 60%以上
高位景气水平， 业务总量增长较
快；受年初局部疫情影响较大的住
宿、租赁及商务服务、居民服务等
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回升至景气区
间，行业经营状况明显改善。

3 月， 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5.3%，高于上月 3.7 个百分点，表
明本月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
体加快。构成综合 PMI 产出指数的
制造业生产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
活动指数分别为 53.9%和 56.3%。

将继续保持稳中向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

究员张立群表示，3 月制造业 PMI
指数上升， 且连续 13 个月保持在
荣枯线上， 表明经济保持恢复态
势。 从过去五年数据来看，春节次
月的 PMI 会比春节所在月平均高
出 0.8个百分点。

业内分析认为，在低基数效应
和经济企稳反弹、稳健复苏的共同
作用下，我国一季度主要宏观经济
指标有望继续呈现结构分化、增速
参差的高增长态势。全球经济基本
面渐次向好、 人民币汇率保持稳
定、境外资金持续有序流入、在对
外开放条件下的结构性改革不断
加速，也都会助力中国经济基本面

继续保持稳中向好趋势。
兴证宏观认为，3 月制造业

PMI 数据反映“就地过年”或对上
半年经济运行起到平滑作用的逻
辑显现， 节后企业复工进度较快，
外需动力恢复，经济运行总体延续
扩张态势。 往后看，经济运行的韧
性或将在上半年持续，经济增长往
中枢回归的时间可能推迟，年中可
能是观察货币政策是否会有调整
以对冲后续经济回落压力的重要
窗口期。

业内预计，未来政策重点仍倾
向于确保就业、 促进居民收入增
长、完善社会保障。 在疫情稳定的
前提下，未来一两个季度通胀的压
力可能逐步加大，但也须警惕供需
失衡导致的结构性矛盾。宏观政策
逐渐回归常态，稳健的货币政策将
继续保持以预调微调、精准滴灌为
主； 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提质增效、
更可持续， 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加
大对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促

进消费的支持力度。

要素成本上涨需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3 月制造业

PMI 指数中的价格指数升至近年
高点。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高
位运行等影响，本月主要原材料购
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
为 69.4%和 59.8%， 高于上月 2.7
和 1.3个百分点。

调研显示，原材料价格上涨明
显快于产品销售价格涨幅，购进价
格指数已经连续四个月保持在
66%以上，且本月指数高于出厂价
格指数 9.6 个百分点，企业成本压
力较快上升；人力成本上升，企业
调查显示，反映劳动力成本高的企
业比重为 36%；物流成本高，反映
物流成本高的企业比重为 33.5%，
且连续 3 个月保持在 33%以上。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表示，从行业情
况看，石油加工煤炭及其他燃料加

工、 化学纤维及橡胶塑料制品、通
用设备、专用设备等行业原材料购
进价格指数高于 75%，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行
业出厂价格指数高于 70%，相关行
业价格承压有所加大。 同时，有企
业反映，受境外疫情反复及国际经
贸不畅等因素影响，近期部分进口
原材料供应不足， 价格上涨明显，
交货周期延长。

张立群认为，成本加大和需求
不足是当前企业生产经营面对的
突出困难。 他建议，要着力提高扩
大内需的政策效果，积极促进价格
上涨行业扩大生产、增加供给。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师武
威表示，宏观调控应注重在进一步
夯实有效需求，巩固经济恢复成果
的同时，注重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
疏导，防止投入品价格大起大落给
经济带来不利影响。

（袁芳）

数字图解

“八六三”计划———

绘制高科技发展的宏伟蓝图

2021 年 4 月 6 日 星期二 责编：蔡佳文 校对：王坤 综合02

3 月 制 造 业
PMI 指数上升，且
连续 13 个月保持
在荣枯线上， 表明
经济持续保持恢复
态势。 图为工人在
山东省青州市一家
汽车制造企业的冲
焊车间内生产作
业。
CNSPHOTO提供

1986 年 2 月的一个夜晚，中科
院学部委员、 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
允来到位于北京中关村的中科院宿
舍区，敲开了中科院学部委员、光学
家王大珩家的门。 陈芳允和王大珩
不会想到， 他们当晚的谈话翻开了
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

战略眼光
四位科学家联名提出建议

登门到访的陈芳允带着几分忧
虑， 因为他之前参加国家有关部门
组织的会议时， 虽然听到大多数专
家认为应尽快采取对策， 积极主动
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但是
也听到另一种观点， 认为我国当时
经济实力薄弱， 在科技发展方面应
采取“拿来主义”，先搞一些短期见
效的项目。 他担心这种论调会对国
家科技发展大局产生不利影响，这
次造访就是要与王大珩就此交换意
见。

在发展高科技方面， 王大珩和

陈芳允都认为，时不我待，中国必须
积极跟踪国际先进水平， 发展自己
的高技术。 他们的判断既源于中国
研制“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又源
于对当时世界科技发展趋势的准确
认知和对当时国际竞争格局的深刻
把握。

20 世纪 80 年代初， 以高技术
发展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对社
会生产力的提高产生了巨大影响，
引起了经济、社会、政治、军事和文
化等领域的深刻变化。 为了适应和
迎接科技革命的挑战， 世界很多
国家都在寻找对策和出路， 科学
技术， 尤其是高技术的发展成为首
选。

当夜的长谈让两位科学家取得
了更多共识，他们一致认为，面对世
界科技的蓬勃发展、 国际竞争日趋
激烈的严峻挑战， 中国必须尽快提
出自己的高科技发展计划， 并决心
就此直接提出相关建议。 约 1个月
后，由王大珩执笔，陈芳允参与修改

的《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
术发展的建议》完成。他们将该建议
送核物理学家王淦昌、 航天技术及
自动控制专家杨嘉墀过目并赢得二
人高度认同、 支持。 1986年 3月 3
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
等四位中科院学部委员联名提出了
这一建议。

科技强国
“863”计划迅速出台
1986 年 3 月 5 日，邓小平就四

位科学家的建议作出批示， 指出这
个建议十分重要， 并指示找些专家
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
凭决策。邓小平还在批示中要求，此
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 国务院旋
即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召开讨论
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相关部门组
织了 200多位专家，进行全面、严格
的论证，最终形成了《高技术研究发
展计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纲要旨在通过集中部分精干科
技力量， 在几个重要高技术领域瞄
准世界前沿， 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
距，带动相关领域科学技术进步，造
就一批新一代高水平技术人才，为
未来形成高技术产业准备条件，为
20 世纪末特别是 21 世纪初中国经
济和社会向更高水平发展和国防安
全创造条件。为此，有关方面根据国
际发展趋势和国内现状， 选择了大
力推进的若干重点领域并从中确定
了一系列研究主题方向。

1986 年 11 月 18 日， 中共中
央、国务院转发纲要。 1987年，纲要
正式实施。一幅面向 21世纪的中国
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的宏伟蓝图
展现在人们面前，它召唤激励、组织
动员科技战线努力奋斗， 开创中国
高科技发展的新局面。 由于王大珩
等四位科学家提出建议的时间和邓
小平作出批示的时间都在 1986 年
3 月， 这个计划又被称作“863”计
划。

30年奋斗
高科技发展硕果累累
曙光超级计算机、 数字化家庭

样板间、 星载合成孔径雷达天线模
型、焊接机器人、消防机器人……这
些是 2001 年“863”计划 15 周年成
就展推出的展品。数天内，展览吸引
了约 20 万人次前来参观，琳琅满目
的高科技成果给人们以极大震撼和
鼓舞。今天，当我们翻阅当年报道该
展览的资料时， 依然能分明地感受
到这一点， 依然能够体会到刚跨入
新世纪的国人对国家高科技发展取
得重大成就的欣喜与自豪， 对高科
技变革未来生活的憧憬与渴望。

“863”计划始终瞄准世界高技
术发展前沿， 在事关国家长远发展
的重要高技术领域，按照有所为、有
所不为的原则，把具有战略性、前沿
性、 前瞻性的高技术方向作为突破
口，集中优势力量，持续攻关，实现
了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 特别是在

高性能计算机、第三代移动通信、高
速信息网络、 深海机器人与工业机
器人、天地观测系统、海洋观测与探
测、新一代核反应堆、超级杂交水稻
等方面， 大大提升了我国高技术的
创新能力。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一批

“大国重器”由此诞生：从“神威·太
湖之光”超算到高铁列车，从大型盾
构机“先行号” 到高温气冷核反应
堆，从 4500米级深海无人遥控潜水
器作业系统“海马”号到 7000 米级
载人潜水器“蛟龙”号……“863”计
划带动我国高技术研究领域实现由
点到面、由跟踪到创新发展的跨越。

2016 年，按照中央财政科技计
划管理改革的统一部署，“863”计划
被纳入新设立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但是它已
成为中国科技自强自立的一段重要
历程，30 年间取得的科技成就，形
成的“公正、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

“863”精神，始终是推动中国科技强
国建设的磅礴动力。（刘菲 张保淑）

政策
堵不如疏 解决替代品问题是禁塑关键

●吴学安（特约评论员）

日前，在以“推进塑料污染
综合治理” 为主题的浙江省政
协民生协商论坛上，专家指出，
目前塑料污染治理面临着可降
解塑料制品或其他替代产品生
产缺少统一标准、 替代产品供
给短期存在缺口等难题。 此前
有调查指出， 替代塑料吸管的
纸质吸管存在易软化弯曲、口
感较差等问题， 可降解塑料袋
强度不高的问题也影响着“禁
塑”效果。

据了解，为减少塑料垃圾污
染，从 2008 年 6 月 1 日起，国家
就开始实行“限塑令”，迄今已经
12 年有余。 应该说，在“限塑令”
推行初期，塑料购物袋的使用量
确实有所下降，但由于没有替代
产品跟进，加之人们的传统消费
习惯难以改变，时至今日，“限塑
令”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自去年 9 月 1 日起正式施
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明确，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坚持减量化、资
源化和无害化原则，整治范围更
是扩大到了一次性塑料制品，除
了禁止、 限制使用塑料制品，还
强调了回收处置、 推广替代品
等。

从“限塑”到“禁塑”，想要达
成目的，还需要从消费者的角度
考虑，解决替代品问题。试想，如
果能够及时提供无污染的环保
替代品，有偿供商家使用，免费
供消费者购物，一次性塑料袋等

塑料包装制品自然会销声匿迹。
事实上， 堵和疏本身就是执行
“限塑令”“禁塑令” 这枚硬币的
两面。 尤其是疏，怎么从技术上
研发出成本低的可替代品，才是
治本之策。

因此，笔者认为，当务之急
应建立全生物降解塑料袋、塑料
餐具等系列产品的技术标准体
系，推进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的
研发、推广和检测认证，鼓励全
生物降解塑料产品的研发和生

产，对从事一次性全生物降解塑
料制品生产、使用以及再生资源
回收的企业给予政策倾斜，扶持
生物降解行业中小型创新企业，
加大替代产品供给能力。

一言以蔽之，“限塑”变“禁
塑”之后，相关替代产品还应该
尽快补位。 对此，相关部门和企
业要加快可降解绿色包装材料
以及其他环保型包装袋的研发
和推广，以满足“禁塑”后的市场
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