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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16 日讯（记者黄明明）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今天在京
发布《第 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报告显示，截至 2011年 12月底，中
国网民规模突破 5亿。

2011年互联网普及率较 2010 年提升 4
个百分点，达到 38.3%，相比 2007 年以来平
均每年 6个百分点的提升，增长速度有所回
落。网站数在 2011年下半年实现止跌，网站
规模达 229.6万，较 2010年底增长 20%。同
时，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 3.56 亿，同比增

长 17.5%。
与前几年相比，整体网民规模增长进入

平台期。对此现象，报告分析称，过去 5 年
内，助推网民规模快速增长的几类人群中，
互联网普及率即将触顶，而其他年龄段和教
育水平的人群对互联网的接受速度很难达
到年轻和高学历群体的水平。

此外，团购用户热情不减，但流量尚未
带来利润。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团购用户
数达 6465万人，年增长率达 244.8%。但是，
报告指出，由于团购服务本身存在低门槛、

弱约束等问题，加之团购网站前期投入资金
较大，遭遇资本市场整体转冷，市场负面因
素显现，导致团购网站数量大幅下降。

2011年，在大部分网络娱乐类应用的使
用率继续下滑的同时，网络视频的使用率呈
逆势上扬态势，网络视频行业发展势头相对
良好。报告显示，2011年，网络音乐、网络游
戏和网络文学等娱乐应用的用户规模有小
幅增长，但使用率均有下滑。相比之下，网络
视频的用户规模则较上一年增加 14.6%，达
到 3.25亿人，使用率提升至 63.4%。

第 29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发布
网民规模突破 5亿 增长进入平台期

姻本报记者王静
2010 年 10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培

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加快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被列为我国政府经济工作的一项重大战略。
然而，中国经济能否在这一战略决策的

推动下真正实现华丽转身？中科院研究生院
管理学院副院长柳卸林近日接受了《中国科
学报》专访，就该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优势与劣势

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到底有没有优
势？
柳卸林认为，我国有着强大的成本优势。

从历史发展经验看，当一个产业刚刚兴起时，
很多在位企业转变相对缓慢，因为在位企业
良好的管理和强有力的执行可能会把公司弄
得很死板。这是一种核心刚性，不易改变。“相
对而言，中国人灵活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
以及人力密集型组织方式，形成了‘人手 +工
具’的工作模式，这些都比机器转型快。”

其二，相对于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核心技术尚未显现，仍在不断漂移中。
由于新兴产业正处于“青年”阶段，门槛低，

无须大量引进技术，“跨国公司对知识产权
的封锁不会产生致命性影响，这对中国是很
有利的”。
不过，柳卸林表示，尽管在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上中国具备有利条件，但并没有想象
的那么简单。
“目前，新兴产业在全世界都没有游戏规

则，充满了机会，也充满了风险。”柳卸林表示，
就市场而言，中国还没有显性需求；就能力而
言，没有定型的设备；就环境而言，没有可参
照的产业和成熟的鼓励政策。

他认为，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至少
存在三种不确定性：一是市场的不确定性，如
未来的需求会如何变化、潜在市场有多大；二
是技术的不确定性，如技术路线是否可行、能
否达到标准；三是竞争的不确定性，如竞争对
手是谁、会采用什么策略。

关注产业技术能力升级

柳卸林曾对我国光伏和风能两个战略性
新兴产业进行过深入调查。

他发现，中国目前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存
在传统产业发展中的散、弱、小现象。

例如风电产业，整机制造企业数量已超
过 70家，风叶生产企业 50多家，塔筒生产企

业有近 100家。中国风电装备制造业开始出现
投资过热、一哄而上的现象。
“由于新兴产业存在技术范式的竞争和

标准的不确定性，现阶段，企业具备大规模产
业化能力并不等于拥有技术上的升级能力。”
柳卸林表示。

他介绍说，以太阳能光伏产业为例，一旦
发达国家率先通过技术升级大范围降低成
本，或在新的技术轨道实现斜向跨越，那么中
国前期产业化能力积累构建的规模优势，很
可能化为乌有。“正因为新兴产业本身的技术
动荡性，所以更应关注产业技术能力的升
级。”

此外，在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技
术和生产同质化的区域竞争，产生了大量“内
讧”。出于区域经济增长和政治绩效的考虑，
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往往转化为对产业链某一
环节的大量投资。

柳卸林认为，这样的结果可能导致产业
链各环节间以及与关联产业和支撑产业之间
的不匹配，从而难以形成整体竞争优势。

整合全球资源是关键

“要避免一哄而上，单纯的中央政府宏观
调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策协调性问

题。”柳卸林说。
他认为，出于对整体利益的考虑，中央政

府对行业发展的判断不可能完全做到“先知
先觉”———当产业发展过热苗头出现后，往往
起初也只能“温和警告”。真正解决该问题，需
要政府在调控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市场机制
的调节作用。

同时，柳卸林表示，发展新兴产业需要全
球性的战略眼光。新兴产业的人才、技术和资
本，未必能在中国找得到。
“中国过去有个思潮很危险，尤其是在全

球化的今天，什么都追求高国产化率、打破国
外技术封锁。其实，我们若在某些方面做不到
世界第一，就让给别人去做，只要中国能整合
起来，我们同样是世界第一。”

柳卸林认为，关键在于能否整合全球资
源，如从事光伏产业的人才是海归，技术起源
于国外，大量投资也来源于美国，而在电动汽
车产业中，最早行动的是丰田，购买市场则在
欧美。
他特别强调，过去新兴产业链的培育经

常是某个研究所再加一两家企业完成，这样
形不成产业链。“产业链的培育，需要很多零
部件、材料、设备，很多环节都很重要。只有实
现了完整的产业链，中国产业经济才有可能
华丽转身。”

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亟待升级滇
池
沉
水
植
被

生
态
修
复
路
线
图
绘
就

本报讯（记者鲁伟 通讯员
陈敏）近日，中科院武汉植物园
科研人员通过对滇池沉水植被
与种子库的系统调查，以及对滇
池过去 50年来沉水植物消亡与
水环境演变趋势的综合分析，揭
示了滇池沉水植被消亡的时间
和空间顺序，提出了滇池沉水植
被分区分步生态修复的路线图。
相关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期刊
《生态工程》上。

据介绍，滇池是一个大型富
营养化高原浅水湖泊，而营养化
湖泊的沉水植物恢复，是全球性
挑战之一。研究表明，如果支持
沉水植物恢复的物种资源库已
经丧失，或者引种和重建的沉水
植物群落结构不合理，即使水体
水质修复达到一定标准，沉水植
物的生态恢复依然难以达到预
期效果。

因此，了解湖泊现有物种资
源库现状，提出对富营养化水体
具有不同耐受能力物种的分批
分步引种路线，是指导湖泊生态
修复的迫切需要。

研究人员对滇池开展的调查
表明，自 1961年以来，滇池的总
氮和总磷浓度分别增加了 10倍
和 28倍，水体透明度由过去的 3
米以上下降到 0.42米。沉水植物
分布的最深水位由 1961 年的
5～6.5 米降到 1978 年的 4～4.5

米，1997年后仅水深 3米以内的浅水区有沉水植物分布。
此外，早期植被中占总沉水植被面积 1/3以上的海菜

花在 1978年以前最先从滇池消失，随后另外 3个优势种
金鱼藻、微齿眼子菜和苦草在 1997年以前消失。

数据显示，50年来，滇池湖泊总物种丰富度由 17种缩
减到 9种。种子库研究表明，仅篦齿眼子菜和穗花狐尾藻
在底泥沉积物中有较大的种子密度，滇池历史上的几个其
他优势种已从种子库中消失。

根据这些结果，研究人员提出了滇池沉水植被分区分
步生态修复的技术路线：首先，滇池沉水植物恢复的首选
区域应为水深小于 3米的区域；其次，3个耐污种篦齿眼子
菜、马来眼子菜和穗花狐尾藻是恢复初期的适宜先锋种；
再次，滇池历史上的其他优势种应根据水体改进的程度逐
步引入。

据研究人员介绍，该研究的主要特色是根据滇池沉水
植物的退化历史和种子库的物种资源现状，定向设计沉水
植被恢复的方向和速度，有望缩短生态恢复的周期。

我国首颗民用高分辨率光学立体测图卫星资源三号近日首次进行对地成像观测，并由武汉大学科研人员完成首图处理。
1月 9日，资源三号卫星成功发射，实现了我国民用测绘卫星零的突破，是我国测绘地理信息装备水平实质性飞跃的重要标志。1月 11

日，资源三号卫星第一次开机成像，途经黑龙江、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并下传三线阵全色影像（前视、正视、后视）及多光谱影像
（红、绿、蓝、红外）。随后，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张祖勋率领团队利用自主研制的软件系统，提取了 L0级多光谱影像数据和 L0级三
线阵全色影像数据。1小时后，研究人员成功完成第一景核线立体、数字高程模型和数字正射影像产品生产，影像对应的地理范围为辽宁大
连—营口地区。随后，多光谱融合产品、标准图幅产品也顺利完成，资源三号卫星的首图出图任务完成。

据悉，资源三号卫星配置了三线阵测绘相机和多光谱相机，采用三线阵测绘方式，生成立体测绘影像。三线阵测绘相机前视、后视全色影
像地面分辨率 3.5米，正视全色影像地面分辨率 2.1米，多光谱相机正视多光谱影像地面分辨率 5.8米，可提供高几何定位精度、高品质成像效
果的卫星影像及相关地理信息产品。

图为甘肃嘉峪关地区资源三号卫星多光谱融合影像。 （鲁伟 黄旭王博）

资源三号卫星首图绘制完成

院企合作
推进荒漠化治理

本报讯（记者高峰）“作为国立研究机构，我们不仅要在
荒漠化防治理论体系创新、关键技术突破与集成方面作出
贡献，更要通过提供技术服务促进社会力量参与荒漠化防
治。”近日，在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国家荒漠—绿
洲生态建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浙江金海环境技术公司的
合作签约仪式上，该中心主任雷加强作出上述表示。根据协
议，双方将共同致力于荒漠化治理新技术和新材料的突破。

我国是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长期与荒漠化斗
争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绩。沙坡头包兰铁路防沙体系建
设、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生态防护林体系建设、东南沿海
风沙灾害防治等一批重大工程风沙灾害治理成果为世界
瞩目。

但是，我国荒漠化防治仍面临艰巨任务。该技术中心技
术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沙漠
与沙漠化研究室主任屈建军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
进和戈壁地区工矿、城镇、交通建设步伐的加快，戈壁风沙
理论研究的滞后已成为限制区域开发的一个重要问题。”

雷加强表示，目前我国荒漠化防治工作急需在防沙治
沙新技术新材料开发、成熟技术推广应用、生态工程产业
开发和科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四个方面取得突破。

据介绍，此次双方的合作，将促进一种由棕榈丝和椰
壳外表纤维为主要原料的防风固沙围幛材料的尽快问世，
以用于拉萨至日喀则铁路风沙危害的治理工作，并进一步
带动我国现有荒漠化防治技术的大范围推广应用。

人物简介

殷香保，男，1974年生，2005年毕业于中
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获普外科博士学位，现
为江西省卫生系统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第五批
培养对象，主持省级课题 2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1项，发表论文 10余篇，参编著作 2部。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
———访南昌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殷香保

学府名师
南昌大学青年科研工作者系列报道

姻周敬新兰天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这是南昌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殷香保的
座右铭。
作为一名外科医师，殷香保的大部分时间

都奉献给了临床一线。
每天早上七点半到病房开始忙碌，查房、手

术、写病历。有时一天要做好几台手术，中午经
常在手术台上度过，或在办公室吃完盒饭后看
病历、照顾病人。

虽然家离医院很近，但殷香保中午很少回

家。如遇重大或急诊手术，往往要深夜才能回
去，周末和节假日还要到医院查房。就是在家
里，病人一旦有病情变化，也要马上赶到医院
去。殷香保的工作印证了一位医学前辈的名言：
“要当好医生就不能执行劳动法。”

工作忙碌没有影响殷香保对每位病人的医
疗服务质量。他一丝不苟的作风和温文尔雅的
态度受到了病人及家属的一致好评。他不仅对
病人施行规范诊治，更注重与病人的沟通，给病
人以关怀。早在 2006年，他就被医院评为“为患
者着想的好医生”。
作为医院引进的“外来血液”，殷香保为医

院“住院总”制度的实施作出了积极贡献。“住院
总”即选择入院的年轻医生 24小时住在医院、
参加医院所有的相关急会诊、培养年轻医生综
合素质的制度。
由于殷香保在读博期间曾担任过普外科

“住院总”，医院便请他担任普外科首任“住院
总”，并让他制定具体的制度。尽管当“住院总”
异常辛苦，任职期间至少一半的时间必须住在
医院值班室，但殷香保还是欣然同意。长时间
“住院总”经历的锻炼使他的临床业务水平得到
迅速提高。
说到科研，殷香保想起了读研时老师的一

句话：“不会做科研的医生只能算是一个医匠。”
正是由于这句话的鞭策，殷香保经常利用业余
时间到实验室做实验、查阅资料和撰写论文，有
时为修改出一份满意的标书要工作到深夜两三
点。正是这种忘我的工作热情，使他的科研工作
硕果累累。

2010年，他主持申请的课题获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该课题在国内率先将纳米技术、单
克隆抗体技术及分子偶联技术同时应用于肝癌
药物靶向治疗，实现了肝癌细胞毒性治疗与抗
血管生成治疗的有机结合。

广西森林覆盖率
首次突破 60%

本报讯（记者贺根生 实习生方嘉丽）记者近
日从广西人大十一届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
获悉，2011 年广西新植树造林面积达 415 万亩，
森林覆盖率首次突破 60%，达到 60.5%；2012年全
区将深入实施“绿满八桂”造林绿化工程，完成植
树造林 350万亩。

2010年，广西自治区作出在全区实施“绿满
八桂”造林绿化工程的决定，并取得显著成效。其
中，梧州、南宁两市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同时，广西在全区组织实施清洁生产示范、农
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和重金属污染防治项目；组织
起草桂林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南宁青秀
山保护条例（草案）等法规；全区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下降 2.38%，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 8.0%，氨氮和氮氧
化物减排控制在国家许可范围内；14个设区市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98.7%；地表水水质达标率为
95.9%，13个省界断面水质优良率达 100%。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2年全区将继续推进
北部湾绿色生态屏障、西江千里绿色走廊建设，
保护好沿海红树林；做好漓江、银滩、青秀山、五象
岭、会仙湿地的保护工作。

同时，还将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加强农村环境
和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发展循环经济，在全区开
展国家森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生态村镇、
绿色学校和绿色社区创建活动，以实现今年广西
万元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 3.2%，化
学需氧量排放量削减 1%，二氧化硫排放量、氨氮
排放量、氮氧化物排放量均削减 0.5%的目标。

云南评出
2011十大科技进展

本报讯（记者张雯雯）近日，由云南省科技厅
组织评选的 2011年云南十大科技进展揭晓。

十大科技进展是：花卉新品种“秋日”（非洲
菊）成为我国第一个获欧盟授权品种、重大水利
水电工程多项施工技术创国内第一、2011年度何
梁何利科技奖云南获奖人数全国第一、新修订的
《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颁布实施、历时 12年
研究开启云南药用植物宝库之门、澄江化石研究
揭示早期动物演化进程、中国第一条全流程钛带
卷生产线在滇投产、大型磷复肥装置实现国产
化、云南省招考信息化平台国内领先、科技支撑
野生食用菌出口突破欧盟技术壁垒。

云南省科技厅副厅长侯树谦介绍说，本次评
选共遴选出 30个候选项目，通过 363万多公众投
票和专家综合评审，最终评选出 10大项目。

据了解，2011年，通过建设创新型云南行动计
划的实施，该省已初步建立了以企业为主体的技
术创新体系和以高校、科研院所为主体的知识创
新体系，以中介科技服务为主体的公共科技服务
体系建设也不断完善。同时，区域创新能力由 2005
年的全国第 29位上升到 2010年的第 25位。

我国实现多个地质
找矿突破

本报讯（见习记者甘晓）2011 年在湖南花
垣—凤凰铅锌矿发现的杨家寨矿段将花垣矿田
提升为千万吨级世界级资源基地。日前，该成果
被中国地质调查局评选为“2011年度地质调查工
作十大进展”之一。

湖南花垣—凤凰铅锌矿属国家矿产资源整装
勘察区，依托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开展地质调查和
找矿工作。新发现的杨家寨矿段远景资源量达 300
万吨，使花垣矿田的远景资源量超过 2000万吨。

据悉，在地质调查工作的基础上，依靠科技
创新，全国其他整装勘察区也实现了多个地质找
矿突破。西藏多龙铜矿估算铜资源量 600万吨、伴
生金 260吨。新疆西天山阿吾拉勒铁铜矿整装勘
察区新增铁矿石 2.6亿吨；西昆仑塔什库尔干新
发现了莫拉赫、其克尔克等铁矿，估算整装勘察区
铁矿资源量约 8亿吨；青海沟里地区探获金资源
量 93.57吨、远景 150吨。

沙坡头包兰铁路防沙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