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主 管

参矽

CHINA ECONOMIC&TRADE HERALD

川㈣㈣㈨旷

，～

。

—t．▲▲
强化中国农业引领推进“一带一路”发展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政府投资效应分析

低碳经济下我国煤炭企业转型发展研究

“十三五”时期我国文化消费的发展特征和对策建议

产业经济视角下我国养老产业发展研究

万方数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委刊

中国绝留孝纠蓬
旬刊2017年1月中(总第849期

本期出版日期：2017年1月20 B

刊名题字：吴邦国

主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经贸导刊杂志社

副社长：朱东方

副社长：赵泓

副总编：李长修

社长助理：陈弘仁

编辑：中国经贸导刊杂志社编辑部

出版：中国经贸导刊杂志社

执编：高锁平钱华

制作：录文通

校对：郝树娟贾然

美编：北京华子图文设计公司

编辑部：(01 0)85229340 85229054

(010)85229310(兼传真)

；出版部：(010)85229344

7。广告发行部：(010)85229338 85229014

‘
(010)85229272(兼传真)

j发展策划部：(010)85229589

t地址：北京市东长安街12号

警邮编：100742

i网址：http：／／www cetm．cn

，邮箱：china—cetm@l 63 com

；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t刊号：—ISSN 1 00—7--9777
CN 11—3876／F

国内邮发代号：2—864

国外邮发代号：SMl053

定价：12．OO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东工商广字第0337号

印刷：北京广缘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

网上征订：WWW LHZD com

代号：1972

中邮阅读网：WWW．183read com

龙源期刊网：WWW qikan com

wvvⅥ／qikan．com．cn

法律顾问：北京市天理律师事务所

卞赢律师：(010)83060196

目 录

产业发展

江苏产业结构的投入产出关联特征分析 金春鹏4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与新疆巴州物流业发展研究

娜迪热·依明 阿布来提·依明 8

浅论建筑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何振声 10

地区经济

从供给侧人手推动东北地区生产力发展

赵 奕 王明友 王 群11

发挥“互联网+”优势加快做好地方招商引资工作的思考

——以广西钦州市为例 林柏成 13

科技服务业发展的SWOT分析

——以唐山市为例 田 字 14

湛江建设对接广东自贸区战略先行市的路径研究 汤晓龙 16

；处煎经贸

§强化中国农业引领推进“一带一路”发展 胡正塬18

；江苏扩大国际产能合作的产业选择及对策建议 周志莹20

j借鉴日本综合商社模式推动青岛民企“抱团走出去”
j

张炳君 刘 晨 滕安正24

、基于波特钻石模型的服务贸易竞争力分析 黄佳琦26

鬃

：财税金融

i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绿色金融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研究李德升28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政府投资效应分析 王 婧31

；推进金融体系结构化改革纾解中小企业融资之困 孙 珊35

§福建省农业银行参与电子商务的策略选择 赖玲玲 苏瑞泽38

：贵州茶产业经营主体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以石阡县为例 申 蕙 王资燕 周 煜41
霉

监督电话 ，农村经济

者，当算翟嚣冀篡鬻瓣动 i 中美农业保险的比较研究及政策建议 罗永明 杨 洋 43

万方数据



盗遂丕撞

低碳经济下我国煤炭企业转型发展研究 徐军委45

国际航空市场减排机制对中国碳市场的

影响和意义 顾阿伦47

加快生态公路建设的探讨 郭全荣50

翅俭蟹理

高职院校学生收费常见问题及应对 李 婷51

经萤管理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的企业集团内部产权交易

市场运行机制分析 马 施朱沛53

铁路物资管理绩效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陈 霄 倪 铮 张惟皎 王璞55

基于SWOT分析的C2M电商模式研究 李 强57

基于“互联网+”的建筑企业转型升级

途径探究 马玉海59

体验经济视角下制造企业跨界服务创新

方法研究 陈珊珊60

中石化建设项目物资采购管理策略探讨 查淑萍62

速迸蟹理

基于游客体验的智慧景区建设评价研究

——以南京中山陵景区为例 仲 鑫杨阿莉63

基于共生理论的川滇地区旅游合作研究

杨 慧 龙云飞67

经渣选趣

多层次传递型内幕交易行为的法律规制

陶晶晶 顾梁莎69

塞丝塞些

“十三五”时期我国文化消费的发展特征

和对策建议 谭荔丹71

“一带一路”新形势下文化战略对中华

文明传统的影响 张原天73

社会事业

产业经济视角下我国养老产业发展研究

王 刚 李晓清74

特色小镇：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型及其发展

李庆峰76

“十二五”期间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回顾

顾维萌78

基于020模式的老年人精神慰藉服务

体系建设构想 刘慧娟 孙赵跃姜佳艺80

现代职业教育助推新型城镇化研究综述

王金红林英毅82

双创观察

地域文化视阈下的高校创业文化建设路径

——以“商圣”范蠡文化为例 池瑜莉84

辽宁省大学生创业扶持政策探析

徐晗孟子玉86

探索研究

新中国领导人有关经济增长质量的阐释

及对创新驱动发展的启示 丁焕峰周艳霞88

紧扣“市场需求”和“学生需求”的金融专

业人才培养探索

——以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王赛芝92

基于建筑信息化模型的建筑工业化发展探讨

龙 春94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房地产去库存问题探析

索朗旦增95

万方数据



盛世德云生态循环产业发展纪实

恪寥

蔫r 盛世德云
．●—’-●■●■一

Sanseed clcl·d e：oI 3

盛世生态能源产业充分利用竹柳、秸秆等农林废弃物

生产生物质煤炭、蘑菇菌基、复合板材、造纸纸浆、沼气

等可循环清洁能源，实现废物利用、垃圾循环。其立体种

植示范项目在甘肃、山东、河北、江苏、安徽、辽宁等地

获得成功。

盛世德云驯化、推广的速生竹柳是一种兼有竹和柳的

品质的新树种。竹柳在继承了传统柳树品种众多优点的基

础上，进一步提高了该树种的速生性及抗性。种植竹柳经

济效益高，栽种一亩速生竹柳综合效益是速生杨的5到10

倍。速生竹柳在华东、华南、华北、黄河三角洲，特别是

新疆、甘肃、陕西、内蒙等地试种成功，有效地丰富了全

国生态绿化品种，推动了“三网”绿化工程的进展。在种

植的过程中公司提供免费的技术支持，并与种植户签订合

同，实施产供销一条龙的全程跟踪服务。在经营模式上，

公司推行“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

西北部以甘肃定西德云林业公司、中部以山东兰柳生态公

司为管理主体，以县为单位设立基地。各级管理机构分工

负责辖区内的示范点、种植点、专业合作社等。集团公司

设立技术中心，子公司设立技术部，基地设立技术服务队，

合作社配设技术员；农资公司负责化肥、农药、农膜的提

供以及实用技术指导；新能源公司负责成品回收、加工、

销售、物流等。农户自主经营，公司根据需要自主流转土地，

逐步推行“联村联户、脱贫致富”的公益活动，与当地农

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相应的公司进行合作，建立“产

供销一条龙”的经营方式，实行联种联产联销。同时与市

政绿化、面山绿化、退耕还林相结合，打造绿色、环保、

生态、美丽的生活环境。建成生态新能源循环链，形成育苗一

种植一回收一加工(绿化)一养殖一废物回收一有机肥料

生产一育苗(种植)的循环经济模式。

截止目前，盛世德云生态集团下辖山东兰柳生态农林、

辽宁德云林业、湖北德云金柳、定西德云生态、甘肃盛世

农资、临沂丽葆盈、日照兰柳农业、临沂德利新能源等11

个子公司、11个农民专业合作社。集团公司现有职工2300

余人，固定资产总额达5．32亿元。公司坚持生态建设“八

字方针”、“三线并举”、“六省联动”规划，着力打造“生

态循环经济产业”，公司生态基地仅育苗就达7000多亩，

与政府配套建设退耕还林、生态经济林已达17．08万亩。

盛世德云坚持注重做好主业，通过核心能力延伸拓展

发展多元化战略，自2010年的“生物能源”，经历了“生

态能源”“生态经济”的升级和转型，正在向着终极目标“生

态工业”阔步迈进。

作为生态循环经济产业发展领航者，公司始终秉持着

“共赢，共谋，共发展”的经营理念，将不辜负期望，以

专业化的团队服务与兄弟单位一起共同推动行业发展，在

不断壮大公司品牌形象的同时，为中国生态循环经济产业

发展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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