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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十大经济新闻

河南南阳青华镇高老家村

一处金黄色麦田喜获丰收。

张中海摄（中经视觉）

①①

图① 广西柳州市柳城县太平镇杨梅村

附近种植的连片晚稻。 黎寒池摄（中经视觉）

图② 在山东邹平魏桥轻量化基地宏奥全铝

车身集成生产车间，工业机器人在流水线上作业。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图③ 5 月 18 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式

挂牌。 新华社记者 李 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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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
对突破耕地保护红线行为一票否决、终身追责

2023 年是全面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

的第一年，我国耕地保护和建设推进速度

不断加快。有关部门强化耕地数量、质量、

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理念，推出了一揽子

硬措施，耕地保护成效明显，耕地建设稳步

推进。

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耕地保护问题。

2023 年，围绕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我国全面

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守住了耕地红线，

遏制了耕地总量持续下滑趋势，为粮食产量

连 续 保 持 在 1.3 万 亿 斤 以 上 提 供 了 重 要

保障。

早在春耕春管时节，各地就采取多项措

施，全力守好耕地资源。全国自然资源卫星

图片执法工作提前 1 个月就已展开，各地利

用技术手段，对耕地展开重点执法检查。

今年，有关部门部署耕地保护和粮食

安全责任制首次考核，并与省级党委、政府

签订责任书，对突破耕地保护红线的行为

实行一票否决、终身追责。有关部门明确

要求各地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严

禁 违 法 批 准 占 用 和 擅 自 调 整 永 久 基 本 农

田。严格规范耕地占补平衡，补充耕地项

目切实防止平原占用、山区补充的行为，并

禁止在生态保护红线、湿地、河道湖区等范

围开垦耕地。

严 守 耕 地 红 线 成 为 耕 地 保 护 的 着 力

点。7 月 20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召开，研究加强耕地保护和盐碱地综合改造

利用等问题。会议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系

统工程，要突出把握好量质并重、严格执法、

系统推进、永续利用等重大要求，进一步采

取过硬实招。要压实耕地保护责任，落实新

一轮国土空间规划明确的耕地和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任务，确保 18 亿亩耕地红线决不

突破。

高标准农田建设成为耕地质量建设的

关键。日前，增发国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申报已全部完成审核。该项目将优先支持

东北地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京

津冀受灾地区也纳入重点支

持范围，提高农田防灾减

灾救灾能力。此外，对

粮食主产区予以倾

斜 支 持 ，进 一 步

夯 实 粮 食 安

全根基。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举行
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金融工作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10 月 30 日至 31 日

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工作，分析

金融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形势，部署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金融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

金融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金融问题的重

要创新成果，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金融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会 议 强 调 ，当 前 和 今 后 一 个 时 期 ，做

好 金 融 工 作 必 须 坚 持 和 加 强 党 的 全 面 领

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刻把握

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以加快建设

金融强国为目标，以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以金融队伍的纯洁性、专业性、战斗

力为重要支撑，以全面加强监管、防范化

解 风 险 为 重 点 ，坚 持 稳 中 求 进 工 作 总 基

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

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

金融体系，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不断开创新时

代金融工作新局面。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

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建设金融强

国，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体制，优化

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风险，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

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开启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
切 实 加 快 形 成 新 质 生 产 力

今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新型工业化作出重

要指示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 国 建 设 、民 族 复 兴 伟 业 ，实 现 新 型 工 业 化 是 关 键

任务。

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

径。为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加快激发新质生产力，

工信部提出，要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改造升

级传统产业，推进工业“智改数转”，巩固提升优势产业；

大力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深入实施智能

制造工程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推动人工

智能创新应用，加快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应用，提升网

络安全保障能力。

新型基础设施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

基础。今年，《关于推进 IPv6 技术演进和应

用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算力基础设施

高 质 量 发 展 行 动 计 划》等 相 继 印

发。在多项政策措施推动下，我

国已建成网络规模全球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数据显

示，我国已累计建成开通 5G 基站 321.5 万个；算力总规模

超过 200EFlops，居全球第 2 位。

坚实的基础设施为应用创新提供关键支撑。当前，

以 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

息技术正加快各行各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截

至目前，5G 行业应用已融入 67 个国民经济大类，应用案

例数超 9.4 万个，已建成 5G 工厂 300 家，较大型工业互联

网平台超 340 家，全国“5G+工业互联网”项目数超过

8000 个。

党中央高度重视新型工业化建设，大大增强全社会

发展制造业的信心，有力推动政策和资源要素向工业

经济集聚。11 月份，工业生产加快回升，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9.8%，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2%；“新三样”

相 关 产 品 产 量 同 比 大 幅 增 长 ，新 兴 产 业 竞 争 力 持 续

增强。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持续深化
涉 及 多 项 经 济 和 金 融 领 域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正在有条不紊向

前推进。2023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5 月 18 日，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京正式挂牌；9 月，

中央编办正式批复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内部

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10 月 25 日，国家数据

局在京正式挂牌；11 月 10 日，民政部、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三定”规定对外发布。

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的 13 项内

容中，金融领域的改革占 6 项，金融监管体

制改革成为本轮改革的重中之重。改革后，

我国金融监管将形成“一行一局一会”监管

模式，其核心在于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

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意味着未

来我国金融业监管将从分业监管转向功能

监管、行为监管的统一监管格局，响应了当

前国内金融政策统筹防风险和促发展的主

基调。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内部设立的民营经

济发展局主要职责是，跟踪了解和分析研判

民营经济发展状况，统筹协调、组织拟订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拟订促进民间

投资发展政策；建立与民营企业的常态化沟

通交流机制，协调解决民营经济发展重大问

题，协调支持民营经济提升国际竞争力。民

营经济发展局将围绕政策、交流、合作、监

测、评估、宣传搭建 6 个平台，为民营企业提

供优质服务，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拓

展空间。

10 月 25 日正式揭牌的国家数据局，负

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

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

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目

前，国家数据局围绕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

革正在推进丰富完善数据基础制度体系、促

进数据流通交易和开发利用、推动数据基础

设施建设、推进数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强

化数据安全治理等系列重点工作。

本报记者 熊 丽 于 泳 乔金亮 曾诗阳 黄 鑫 李芃达撰文
本版编辑 王薇薇 刘辛未 美 编 高 妍

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出台
多 举 措 支 持 民 营 经 济

2023 年 7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

发展壮大的意见》发布，从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

保障、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民营经济

人士健康成长、持续营造关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社

会氛围、加强组织实施等方面部署重点任务，促进民营经

济做大做优做强。

此后，多部门陆续出台配套政策举措，形成“1+N”

政策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8 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实

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近期若干举措的通知》，推动破解民

营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市场

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举措》，提出持续优化

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

于优化民营经济法治环境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指

导意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中国人

民银行等 8 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强化金融支持举措 助

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通知》，引导金融机构树立“一视

同仁”理念，加强民营企业金融服务⋯⋯破除壁垒、减税

降费、要素保障、支持创新，政策合力有效激发民营经济

发展活力，提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

随着中央编办正式批复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内部设立

民营经济发展局，民营经济发展的组织保障更加有力。

作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专门工作机构，民营经济

发展局将建立与民营企业的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加强

相关领域政策统筹协调，推动各项重大举措早落地、见

实效。

随着宏观经济回升巩固、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协同发

力，民营经济长期向好的发展态势显著，在进出口、创新等

领域表现亮眼。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新设民营企业 706.5

万户，同比增长 15.3%；新设“四新经济”民营企业 300.4 万

户，保持强劲增长态势。从外贸数据看，前三季度民营企

业进出口同比增长 6.1%，占进出口总额的 53.1%。11 月，

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 89.3，高于 2021 年和 2022 年同

期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