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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进入全面注册制时代
资 本 市 场 服 务 实 体 经 济 功 能 大 幅 提 升

增发 1 万亿元国债
专项用于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房地产供求发生变化
多 措 并 举 促 进 市 场 平 稳 发 展

国产大飞机 C919 成功商飞
大 飞 机 事 业 迈 入 规 模 化 系 列 化 发 展 进 程

2023 年，我国多地遭遇了暴雨、洪涝、

台风等灾害，部分地区受灾严重、损失较

大 ，地 方 灾 后 恢 复 重 建 任 务 比 较 重 。 同

时，近年来我国各类极端自然灾害多发频

发，对我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出了更高

要求。

8 月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

议 研 究 部 署 防 汛 抗 洪 救 灾 和 灾 后 恢 复 重

建工作，要求加快恢复重建，进一步提升

我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此，国务院提

出议案，经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决 定 增 发 1 万 亿 元 国 债 ，

作为特别国债管理。此次增发的 1 万亿元

国 债 ，全 部 通 过 转 移 支 付 方 式 安 排 给 地

方，专项用于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

灾 减 灾 救 灾 能 力 。增 发 的 国 债 资 金 通 过

2023 年 预 算 安 排 5000 亿 元 ，结 转 2024 年

5000 亿元。

按照部署，资金用于 8 个方向：灾后恢

复重建，支持以京津冀为重点的华北地区

等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能力，促

进 灾 区 基 本 生 产 生 活 条 件 和 经 济 发 展 恢

复到灾前水平；以海河、松花江流域等北

方地区为重点的骨干防洪治理工程；自然

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其他重点防洪工

程，支持主要支流、中小河流、山洪沟治理

和 重 点 区 域 排 涝 能 力 建 设 ，水 文 基 础 设

施，小型水库工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及

安全监测，海堤治理，整体提升水旱灾害

的防御能力；灌区建设改造和重点水土流

失 治 理 工 程 ；城 市 排 水 防 涝 能 力 提 升 行

动 ；重 点 自 然 灾 害 综 合 防 治 体 系 建 设 工

程；东北地区和京津冀受灾地区等高标准

农田建设。

增发 1 万亿元国债，是党中央坚持人民

至上，着眼补短板、强弱项、惠民生，更好推

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能够有力支持灾后恢复重建，

补齐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的短板，更好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023 年的房地产市场整体呈现“前高、

中低、后稳”态势。总体上，我国房地产市场

仍然处于调整之中。7 月 24 日召开的中央

政治局会议提出，“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

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这是立足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房地产自身发展

规律作出的重大判断。同时提出，适时调整

优化房地产政策，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

箱，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从供给看，我国城镇住房“有没有”的问

题基本得到解决，但结构性不足问题仍然存

在。从需求看，人民群众对住房品质有了更

高要求，希望住上更好的房子、获得更好的

服务。好房子就是要绿色、低碳、智能、安

全，让群众住得健康、用得便捷。针对房地

产市场形势，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一系列

重要部署，包括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实

施保障性住房等“三大工程”，一视同仁满足

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等。

“认房不认贷”“降低首付比例和利率”

等政策措施起到了积极效果。临近岁末，北

京、上海出台了下调房贷首付比例、优化差

别化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优化普通住房标准

等举措，降低了居民购买住房的资金门槛，

减轻了还贷压力和税费负担。这些举措有

利于增强市场信心，更好满足刚性和改善性

住房需求。随着经济整体恢复，同时在房地

产领域一系列优化调整政策的作用下，房地

产市场的一些指标继续呈现边际改善迹象。

同时，我国大力推进“保交楼”，促进已售

逾期难交付房地产项目开工建设并尽快交到

购房者手中。有关部门和各地出台及执行了一

系列“保交楼”政策，金融部门给予专项借款、

贷款等大力支持。目前“保交楼”工作进展顺

利，350万套“保交楼”项目已实现交付超过268

万套，交付率超过 76%。今年前 10 个

月，“保交楼”带动全国房屋竣工面

积同比增长近 20%。“保交楼”

取得的成效有助于减轻购

房者再买到“烂尾楼”的

担忧，增强了各方

对 于 房 地 产 市

场的信心。

2023 年 4 月 10 日，首批 10 家主板注册制企业上

市，A 股进入全面注册制时代，这是中国资本市场改

革发展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回顾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历程，以设立科创

板并试点注册制为突破口，推进一揽子改革，从增

量市场到存量市场逐步推开，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渐

进式改革的路子。

从核准制到注册制，不仅仅是审核主体由证监

会转移到交易所，更是把选择权交给市场，强化市

场约束和法治约束，提高投融资的便利性。注册制

并不是意味着放松审核要求，而是更加注重严格把

关。通过问询把好信息披露质量关，更加强调开门

搞审核，发行上市更加规范、透明、可预期，内部制

衡和社会监督更加严格；新证券法的推行，大幅提

高了违法违规成本。实践表明，注册制改革是一场

触及监管底层逻辑的变革、刀刃向内的变革、牵动

资本市场全局的变革，影响深远。

注 册 制 改 革 带 来 的 变 化 是 全 方 位 的 、根 本 性

的。主要体现在 4 个方面：一是理念的变化，坚持以

信息披露为核心，监管部门不对企业的投资价值作

判断；二是把关方式的变化，主要通过问询把好信

息披露质量关，压实发行人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中

介机构“看门人”责任；三是透明度的变化，开门搞

审核，审核注册的标准、程序、问询内容、过程、结果

全部公开，监督制衡更加严格，让公权力在阳光下

运行；四是监管执法的变化，对欺诈发行、财务造假

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露头就打，实行行

政、民事、刑事立体处罚，形成强有力的震慑。

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发行上市制度，使资本市

场对实体经济特别是科技创新的服务功能大幅提

升，市场结构和市场生态发生深刻变化。全面注册

制的成功落地，将加速建成安全、规范、透明、开放、

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更好助力中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

2023 年 5 月 28 日，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完成首

个商业航班飞行，首发用户为中国东方航空。这标志

着国产大飞机正式进入民航市场，开启市场化运营、

产业化发展新征程。

C919 是中国首款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

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中程干线客机，设计

定位于 150 座级单通道窄体机市场。截至 2023 年 12

月，东航已有 3 架 C919 投入商业运行。从各项运营数

据看，C919 运行技术状态正常，安全飞行表现良好。

C919 商业首飞是一个“里程碑”事件，意味着波

音和空客几十年来的“双头垄断地位”在中国市场被

彻底改变。C919 正式进入民航市场，意味着历经几代

人的努力，中国民航运输市场首次拥有自主研发的

喷气式干线飞机，中国大飞机事业迈入规模化、

系列化发展进程。

在中国飞机史上，发展大型客机项目，

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

决 策 ，是《国 家 中 长 期 科 学 和 技 术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06—2020）》确定的 16 个重大专项之一，C919 于

2007 年立项。2008 年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成

立，是实施国家大飞机重大专项中大型客机项目的主

体。C919 立足自主技术研发，采用“主制造商+供应

商”模式掌控项目主导权，国产化率约 60%。2017 年首

飞，2022 年 9 月完成全部适航审定工作后获得由中国

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

“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航空市场”是国际共识，

C919 大型客机带动形成的国家民用航空产业蕴含巨

大潜力。从商用飞机新材料、零部件研制到试验试飞、

服务培训，航空制造产业链长、辐射面广、带动性强。以

上海为龙头，陕西、四川、江西、辽宁、江苏等 22 个省

份、200多家企业、近 20万人参与了大型客机项目的研

制和生产工作，形成了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推动建

立 16 家航电、飞控、电源、燃油和起落架等机载系统合

资企业，提升了中国民用飞机产业配套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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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C919 首个商业航班东航 MU9191

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 （新华社发）

图② 江西省赣州蓉江新区保障性租赁住

房一期项目施工现场。朱海鹏摄（中经视觉）

图③ 上海证券交易所沪深交易所主板注

册制首批企业上市仪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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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③

江苏海安高新区南通江中

光电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在

赶制电梯部件产品订单。

翟慧勇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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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
连 续 9 年 稳 定 在 1.3 万 亿 斤 以 上

最新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粮食总产

量 13908.2 亿斤，比上年增加 177.6 亿斤，增

长 1.3%，再次高位增产，创历史新高，连续

9 年 稳 定 在 1.3 万 亿 斤 以 上 。粮 食 再 获 丰

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

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

稳定全球粮食市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作

出了积极贡献。

今年粮食高位增产来之不易。受极端

天气影响，粮食生产面临黄淮罕见“烂场

雨”、华北东北局地严重洪涝、西北局部干

旱等不利因素，全国上下凝心聚力，稳政

策、稳面积、提产量，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

扛。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各

地区各部门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

责任，千方百计抗击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

少损失。

粮食播种面积增加是确保粮食增产的

基础。今年中央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

能提升行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继

续提高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完善玉米大

豆生产者补贴，增加产粮大县奖励资金规

模，扩大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

收入保险实施范围，向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

次性补贴 100 亿元，多措并举提高农民种粮

积极性。各地贯彻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调整优化种植结构，积极推进间套复种、整

改复耕，挖掘面积潜力。真金白银的政策举

措稳定了粮农种植预期，增强了种粮信心。

今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 17.85 亿亩，比上年

增加 954.6 万亩，增长 0.5%，为夺取全年粮

食丰收奠定了基础。

粮食亩产增加是确保全年粮食增产的

重要原因。粮食生产“靠天吃饭”，虽然局部

地区遭遇严重自然灾害，但从粮食主产区来

看，气象条件总体有利于粮食作物生长发育

和产量形成。农业农村部在全国开展粮油等

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以 100 个大

豆大县、200 个玉米大县整建制示范带动，

重点推广耐密品种，集成配套栽培技术，不

断挖掘粮食增产潜力。今年粮食亩产增加

2.9 公斤，增长 0.8%。专家测算，300 个重点

县单产提升对粮食丰收的贡献率达 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