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副所长关利欣：

发挥好消费基础性作用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育先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育先：：

用优质材料创造美好世界

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

做实消费扩容提质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春顶：

进一步激发投资活力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秦淮数据集团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居静：

做大做强新基建“链主”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希良：

加大能源转型力度

中建一局三公司董事长杨建平：

营商环境好企业干劲足

车好多集团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杨浩涌：

创新驱动创造新增量

展望新的一年，消费将在国民经济循环中发挥更加重要的引领

作用。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需要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

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增强消费能力方

面，要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保障居民收入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努力实现更

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丰富消费供给方面，

要提升传统消费能级，增加和细化消费品种类，加快发展文娱、体育、健

康等服务消费产业，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壮大消费新增长点。优化消费

环境方面，要加大服务民生的公益性设施投资，推动以消费升级为导向

的新基建和产业链投资，加强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完善流通基础设

施，优化城市社区商业设施。 （本报记者 冯其予整理）

继 2020年经营业绩取得两位数增长后，2021年中国建材集团要实

施好基础建材的产业基础再造，用新材料助力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的自

主可控，继续走在高质量发展前列。

新的一年，中国建材集团的基础建材、新材料、工程技术服务三大

业务板块都有新使命。基础建材要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大力发展高端胶凝材料、特种陶瓷、特种石膏板，推进建材产业基础高

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新材料领域要加强科技创新，聚焦产业链供应链

关键环节和产品，不断突破“卡脖子”技术。工程技术服务为引领的国际

化方面，要创新思路与模式，以自主新建和投资并购两条腿走路，立足

国内需求，与行业内和上下游企业携手“出海”，填补技术、品牌和渠道

短板，不断提高材料产业的国际化能力。通过多措并举，为创造新的美

好世界源源不断提供优质材料。 （本报记者 祝君壁整理）

高质量投资，促进高质量发展。2021年，我国要进一步激发投资活

力，不断提高投资的有效性、精准性。加强“两新一重”建设是投资的重

点，既有利于促消费和惠民生，也有利于调结构和增后劲。

新的一年，要积极发挥中央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地方政府的专项

投资债券的作用，支持国家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和重点领域的建设，

增加政府的有效投资，稳定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进而带动消费和民

间投资。要进一步提高民营企业的投资活力和创造力，发挥民间投资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在增加就业和

居民收入上的积极作用。要以政策支撑和优化营商环境激发投资活

力，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为扩大投资提供空间。

（本报记者 刘 慧整理）

2021年，苏宁要把握机遇，深耕消费市场，围绕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需求，做实消费扩容提质。

我国消费结构呈现升级态势，新消费增速快、带动作用强。2020

年，苏宁顺应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依托互联网技术重构培育出

新消费场景，激活消费新需求，仅家乐福到家业务销售规模就同比增

长超 30%。2021年，苏宁将进一步强化对零售主业的聚焦，加大零售

云等新型消费业态投资力度，持续加强技术驱动的基础能力建设，全

面丰富产品品类，推动供应链精细化运营，构建智慧零售的创新机

制，做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与此同时，苏宁通过共享大数据

资源，协同制造企业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扶持有创新力的品牌制

造企业，积极推动生产与消费同步升级。 （本报记者 周 雷整理）

“十四五”时期，我国要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我认为，更高

质量的就业主要体现在就业的获得感、安全感、公平感和幸福感明显提

高。就业的获得感意味着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工作

中有满满成就感；安全感指就业者的工作稳定性较强，工作与家庭可以

较好地平衡；公平感指劳动者在择业上能获得公平机会，职场上能够公

平竞争；幸福感意味着就业者可以体面和有尊严地工作，能够得到用人

单位和社会的认可。

更高质量就业在经济发展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生产要素更

加凸显人力资本的作用。展望未来，持续提高就业质量，还要进一步重

视劳动者技能培训。在鼓励新兴业态健康规范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加强

劳动者权益保护。 （本报记者 熊 丽整理）

我国营商环境不断改善，特别是国家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

改革，推进“放管服”改革，让建筑企业能够“轻装上阵”拓市场。

建筑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以来，我们切实感受到，审批

环节减少了，效能提高了，为企业节省了运营成本。推进“放管服”改革，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办理条件更加简化，施工许可证电子证照得到推行，

工程造价市场机制更加完善，让行业企业更具活力。中建一局三公司撸

起袖子加油干，积极投身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承建了一系列重点项目。

可以预期，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持续推进，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

境进一步提升，企业内生活力、动力会得到更大程度地激发，高质量发

展将迈出新步伐。 （本报记者 亢 舒整理）

日前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全面阐述了新时代

新阶段中国能源安全发展战略的主要政策和重大举措。早在 2020 年 9

月，我国就宣布“力争 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和“努力实现 2060年前碳

中和”愿景。我国能源转型发展路径备受关注。

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风电和光伏发电机组的投资建设

还应进一步加大，2050年风光装机提升至 50亿千瓦左右。同时，要进一

步提高电力在终端用能中的比重，持续加强节能降耗工作。

加速能源转型既是实现“碳中和”愿景的必要条件，也是我国绿色

发展的驱动引擎。我国加速能源转型的战略路径应以电气化为中心，非

化石能源为主导，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同时加强绿色

“一带一路”建设，为更多国家提供低碳转型支持。

（本报记者 王轶辰整理）

2021年，要着眼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新优势。

要发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比较优势，将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与

建设贸易强国紧密相连，打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要更大范围、更宽领

域、更深层次的主动对外开放，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继续

发挥自贸试验区作为改革开放新高地的作用，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

可复制可推广的新经验。继续缩减负面清单，发布新的外商投资鼓励产

业目录，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出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持续打造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此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积极推

进“一带一路”倡议，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提升和拓展自由贸易区网络。

（本报记者 冯其予整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作为数

字基础设施行业的一名“老兵”，我有理由相信，2021 年行业将迎来高

质量、深层次发展。

秦淮数据集团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自主可

控。作为数字经济的底座和基础，数据中心产业链条长、供应链精细

化管理能力要求高、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需求强，核心设备的自主研发

是重中之重。截至目前，秦淮数据集团已授权和申请中的专利接近

200项。国内首个以数据中心产品为核心的高端装备制造工厂也已落

地。2021 年，秦淮数据集团将向着更底层、更核心的原始创新能力

战场进军，努力掌握关键要素和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打造具有更高

效率、更高品质且更好性价比的产品。 （本报记者 黄 鑫整理）

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

下，企业要勇担当善作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

汽车是重要消费品，汽车消费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多方面拉动作用。

传统汽车消费服务行业的粗放型增长近两年逐渐触顶，互联网创新基

因的渗入正在为行业带来新的增长契机。车好多集团建立了全方位汽

车消费服务体系，持续建设完善技术支持、交易平台、交付物流、金融保

险等行业基础设施，并对主机厂、经销商等进行赋能与协同，逐步在全

国范围推动汽车消费服务市场的生态化升级。

2021 年，车好多集团将继续发力数据化、技术化、智能化，为汽车

消费服务行业拓展新边界、创造新增量，在驱动行业升级和提升消费体

验中建立良性循环，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刘 瑾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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