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A 2013年12月25日 星期三 首席编辑／李喆 校对／李瑾 组版／潘潇

洛阳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问
问己篇

□洛平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
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
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
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
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
好的产业。

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一定义
中，我们不难理解，“战略性”谋的是全
局，谋的是长远，“新兴”则指市场尚未
形成规模。正因此，当下无论哪一个
城市的发展规划，无一不把战略性新
兴产业当作发展“利器”。

（二）在政界，在业界，在学界，有
这样的共识：国际金融危机，是落后生
产力之危，是先进生产力之机；是传统
发展模式之危，是科学发展模式之机。

为实现中国经济“换挡升级”，
2010年10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
明确提出，到2020年，节能环保、新一
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新能源、新
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国民经济
的先导产业。

2012 年7月通过的《“十二五”国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给出了

“硬指标”：到 2020 年，我国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将达到15%。

（三）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洛阳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产业转型升
级的“动力切换”——

我市将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
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电子信息、
新能源汽车等七大领域作为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重点，提出“十二五”时
期着力扩大产业规模，增强竞争优势，
形成支撑未来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新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

（四）洛阳有这样的底气，洛阳已
经在“谋篇布局”。

我市拥有雄厚的科研资源，拥有
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良好的
发展基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有着
许多城市无法企及的先发优势。

北玻公司 2012 年成功研制出我
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离线低
辐射镀膜玻璃生产设备，不仅替代了
进口，而且推动了低辐射镀膜玻璃在
我国的快速普及；双瑞公司已形成
600 套 2 兆瓦和 3 兆瓦风电叶片的年
生产能力，填补了我国 2 兆瓦以上风
电叶片的空白……

数据显示：2012 年，全市高新技
术产业实现产值1023亿元，同比增长
19%；实现增加值 273.1 亿元，同比增
长 40%，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27.1 个百
分点。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成为支撑全
市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五）有人如此比喻，如果传统产
业内的竞争是“大鱼吃小鱼”，那么战
略性新兴产业内的竞争则是“快鱼吃
慢鱼”。战略性产业是智力密集型和

资本密集型高度融合的产业，地处中
西部的洛阳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
的“短板”显而易见——

体制机制尚不健全。战略性新兴
产业覆盖面广，近两年，虽然发改、工
信、科技等部门在抓战略性新兴产业
上出实招、出硬招，但着眼于更大发
展，部门彼此之间协调性不够，联动机
制、“一盘棋”构架有待加强。

“小个子”尚未长成“小巨人”。高
科技、高投入、高风险，是所有战略性
新兴产业企业与生俱来的“个性”。我
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小企业多、大型
骨干企业少，企业搏击市场的能力不
强，产品“漂洋过海”的不多，要实现从
企业到产业再到产业集群的目标，任
重道远。

产学研合作机制不够完善。工
业、科技是洛阳发展的两大“长板”，
但这两块长板并非“严丝合缝”：一
边是相当一部分企业的创新意识不
强，技术创新投入较低，产品亟待升
级，市场亟待拓展；另一边是高校、
科研院所的一些创新成果“养在深
闺人未识”。

…………

（六）审天下之势，应天下之务。
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是当前产业结
构调整的重要突破口，又是城市竞相
发展过程中纷纷抢占的桥头堡，更是
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
那么，我们在制订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规划时——

如何更好地立足于“战略”和“新
兴”的统一，充分考虑现有产业、技术、
人才等基础，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
原则，着力发展市场潜力大、产业基础
好、带动作用强的行业，加快形成支柱
产业？

如何从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遍
地开花”的格局中真正“擦亮慧眼”，研
判出产业的现状、未来，从而避免同质
化和重复布局，提高产业竞争力？

如何准确把握国际产业发展趋势
和对接国家重点发展领域布局，通过
开放招商，通过培育企业家群体，形成
一批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引
领作用的骨干企业？

…………

（七）今天的项目，明天的产业。
我市按照外部有市场、洛阳有优势、承
载有平台、产业有配套、投资有效益的
原则，谋划了新材料、装备制造、电子
信息服务、现代中药及生物制药等重
点产业，多数产业属于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范畴。那么，在招商过程中——

如何进一步放大洛阳现有的优势
和特色产业，制定较完备的产业招商
图谱，从而确定目标企业，有目的、有
针对性地进行招商，实现引进一个“龙
头”、形成一个产业？

如何更有效寻找和弥补产业链
的薄弱环节，对产业链进行延伸，加
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配套，完善产
业链条，打造产业集群，增强持续发
展能力？

如何进一步做大现有产业基础，

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充分重视民营经
济的地位和作用，鼓励民营经济创新
发展，积极投身战略性新兴产业？

…………

（八）快人一步，领先一路；慢人一
步，损失无数。

与传统产业不同，目前战略性新
兴产业大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各
地差距相对较小，谁掌握了核心关
键 技 术 ，谁 就 能 在 竞 争 中 处 于 主
动。毫不夸张地说，自主创新是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源头，而推进
产学研结合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关键。洛阳拥有的各类科研机构、
专业技术人员等科研力量在省内首屈
一指，那么——

如何进一步瞄准市场需求，瞄准
高精尖，整合产学研创新资源，突破核
心技术，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科技
支持？

如何更好地搭建合作更加紧密、
机制更加灵活、效益更加突出的产学
研对接平台，实现科研成果及时有效
转化？

如何进一步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
护力度，推进重大关键产品专利运用
和产业化，激发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

（九）人才是“第一资源”，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重在人才、要在
人才。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代
表，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短缺，无
疑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致命

“短板”。那么，我们在人才培养和
引进方面——

如何实现高校、中等职业学校培
养与企业需求的无缝对接，完善培训
体系，创新培养模式，为洛阳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提供大批创新型、应用型
和复合型人才储备？

如何制定人才战略，完善高层次
创新型人才培养选拔制度，完善创新
型人才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吸引更多
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端人才和拥有技术
的产业工人来洛干事创业？

如何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
创业环境和生活环境，为人才发展优
化政策、体制、服务等软环境，从而让
大批人才“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

…………

（十）用什么书写崭新的篇章，拿
什么留给我们的未来？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洛阳
经济奋起的主要路径，也是重要发力
点。洛阳，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
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