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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年 力 争 实 现“ 开 门 红 ”

新年伊始，福建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了《关

于做好 2024年一季度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实现“开门

红”“开门稳”若干措施的通

知》，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基础。

围绕“开门红”“开门稳”，福建各地各

部门也陆续推出了一系列举措。福建省工

信厅联合省财政厅、省人社厅出台《关于促

进 2024 年一季度工业生产稳定运行有关

措施的通知》，从鼓励企业增产增效、支持

企业新增纳统升级等 6 个方面进一步促进

福建省工业稳定增长；泉州市出台《关于一

季度工业经济“促生产、拓市场、开门红”系

列措施的通知》，梳理了工业经济 11 条措

施、纺织鞋服 5 条措施、建材家居 4 条措施

等多项举措，确保一季度“开门红”。

在以政策“组合拳”全力拼经济的基础

上，福建各地开启了重大项目开工建设的

“加速跑”。1月 2日，福州市举办了 2024年第

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集中开工重

大项目共 184 个，总投资 1108 亿元，年计划

投资365.5亿元；厦门市组织2024年新年“开

门红”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63 个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总投资1152亿元，涵盖产业、基

础设施、社会事业等领域。

挖 掘 机 挥 舞 着 铁 臂 、运 输 车 来 回 穿

梭、建筑工人紧张而有序地作业。在福州

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项目繁忙的

施工现场，新建 T2 航站楼外部轮廓已初

步成型。福州机场航站区项目部经理林

成栋表示，长乐国际机场是国家综合交通

枢纽的重要设施之一。二期项目建成后，

机场将跨入“双跑道、双航站楼”时代，将

极大提升机场运行保障能力和空港辐射

带动作用。

“目前我们的厂房正在装修结尾，这两

天设备到达后进行调试。”坐落于泉州市安

溪县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内的福建粒量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专 注 于 Mini/Micro LED

封装产品及其模组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该

公司副总经理谢剑平告诉记者，眼下公司

正抓紧时间建设 Mini 模块封装产业基地，

截至目前，已完成一期建设共计 36123.53

平方米及 8000 多平方米的无尘车间装修，

设备进场调试中，预计 2024 年 1 月底开始

投产，投产后预计 2024 年新增产值 3 亿元，

一期项目全部投产后产值可达 7 亿元。

“重大项目的开工，将进一步优化产业

布局、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为厦门提升发展

能级、推动高质量发展赋能增势。”厦门市

发改委重点项目处处长颜艺坚表示，厦门

将以新年“开门红”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

为契机，有力促进有效投资稳步增长。

重大项目加速建设
本报记者 薛志伟

1 月 2 日，新年首个工

作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在

苏 州 市 召 开 2024 年 重 大

项目建设启动会。据悉，

江 苏 2024 年 将 安 排 实 施

重大项目 510 个，包括实施项目 450 个、储

备项目 60 个，年度计划投资 6408 亿元。

记者在梳理 2024 年江苏省重大项目

清单时发现，江苏突出做大做强实体经济，

制造业项目达到 245 个，占产业项目比重

达 87%，年度计划投资 2001 亿元，占产业

项目比重达 92%。这其中，突出科技创新

引领的项目增幅明显，科技创新平台类项

目数量由 5 个增加到 10 个；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未来产业项目 186 个，比 2023 年增长

25.7%，占制造业项目比重达 80%。此外，

江苏还致力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其中，

民间投资项目 210 个，比去年增加 84 个，增

幅超过 50%，在产业项目中占比达 75%，年

度计划投资 1649 亿元，同比增加 443 亿元，

增幅 37%，占比达 76%。

作为 2024 年江苏省重大项目的标志

性项目，总投资 100 亿元的比亚迪（徐州）

钠离子电池项目 1 月 4 日正式启动，当前各

项工作正在加快推进。“项目主要生产钠离

子电池电芯以及 PACK 等相关配套产品，

计划年产能 30GWh。比亚迪将加快项目

建设，争取早日达产达效。”在徐州市举行

的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启动会上，比亚迪股

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弗迪电池有限公

司董事长何龙说，比亚迪因工程机械与徐

州结缘，2022 年签约百亿元级的徐工弗迪

刀片电池项目预计于 2024 年 3 月份进行试

生产，目前各项工作正在加速推进。

“新一年重大项目建设的号角已吹响，

徐州将始终强化‘以项目论英雄’的意识，

主动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全要素链条保

障，真心、热心、诚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困

难问题。”徐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剑锋说。

走进位于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江

苏奥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聚酰亚胺复合

材料项目现场，这里塔吊林立、机器轰鸣。

“厂房基建的桩基工程施工即将结束，预计

7 月份完成厂区主体施工，到 2024 年底，纸

基复合材料和复合板材料项目可以率先投

产。”江苏奥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詹永振告诉记者，项目总投资达到 50 亿

元，一期项目投资 13.6 亿元，将主要建设总

产量 7000 吨的聚酰亚胺短纤维、聚酰亚胺

长丝、纸基复合材料和复合板材料。

重 大 项 目 是 稳 定 经 济 运 行 的“ 压 舱

石”，也是江苏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江

苏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2024 年，

江苏省发改部门将加强协调统筹，推动资

源要素优先保障重大项目。同时，健全省市

县三级重大项目监测体系，及时掌握项目

进度，分析研判经济运行和产业发展态势，

指导各地立足实际布局产业、招引项目。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本报记者 蒋 波

“签约一批”项目 751

个，总投资 6643 亿元；“开

工一批”项目 795 个，总投

资 8416 亿元；结转“投产

一批”项目 1672 个，总投

资 1.49 万亿元。2024 年首个工作日，河南

省举行第十一期“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

动，吹响了新的一年竞进拼抢的号角。在活

动现场，“开工一批”企业代表、河南中源

钛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贾国玉说：“我们将

进一步扩产提能、延链强链，加快形成完

整先进的钛产业体系，融入河南新型材料

产业集群发展大势，为现代化河南建设贡

献力量。”

早谋划、早出彩。举办第十一期“三个

一批”项目建设活动，正是河南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的《推动 2024 年第一季度经济“开

门红”若干政策措施》提出的 17 项具体措

施内容之一。河南省委咨询组研究员、河

南省社科院原院长张占仓认为，《政策措

施》重点从投资、市场消费、工业发展、金融

助力等方面发力，以河南省财政与市级财

政真金白银补贴支持为亮点，以老百姓得

到更多实惠为落脚点，为一季度经济加快

恢复与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据介绍，河南明确 2024年 1月底前分两

批印发2024年省重点项目清单，出台2024年

重大项目“双百工程”工作方案，遴选出100个

百亿元级投资或未来达到百亿元级产值的重

大项目，建立“一项目一方案一专班一台账”

包保推进机制。为助力经营主体降本增效，河

南在降低企业用电、用工、融资成本方面明确

了具体支持政策。其中，对2024年第一季度满

负荷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给予10万元

财政奖励。对2024年第一季度满负荷生产且

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以上的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给予20万元财政奖励。

此 次《政 策 措 施》突 出 重 点 领 域 、重

点时段和继承创新 3 个方面。聚焦破解

有 效 需 求 不 足 这 一 突 出 问 题 ，在 扩 大 有

效 投 资、激 发 消 费 潜 能 上 分 别 提 出 了 一

批 牵 引 性 政 策 举 措 ；充 分 考 虑 一 季 度 春

节 假 期 的 特 殊 性 ，既 加 大 春 节 前 后 企 业

稳 岗 稳 产 力 度 ，最 大 限 度 减 少 春 节 假 期

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也抢抓“两节”传统

消费旺季；在对 2023 年以来河南系列稳

经济政策评估的基础上，对购车补贴、工

业企业满负荷生产奖补等政策进行了延

续。同时，针对新增国债等新机遇、降低

用电成本等新任务明确了一批针对性的

政策措施。

在激发市场消费潜力方面，《政策措

施》在汽车、家电、文旅、住房等领域提出了

促消费奖补政策，通过财政奖补方式鼓励

各地继续发放消费券、开展促消费活动，比

如《政策措施》明确鼓励汽车生产企业让利

促销，支持各地对在省内新购汽车的消费

者按照购车价格的 5%给予补贴。

政策聚焦重点领域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推进新型城镇化

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各类要素双向

流动，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如何统筹新型城镇化

和乡村全面振兴？近日，中国城镇化促进会组织新

春座谈会，就此展开专题研讨。

“随着我国城市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和现代化建

设新阶段，城镇化不仅在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

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城市建设也日益成为中

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和‘重要载体’。”在上海

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看来，城镇化

对经济发展的载体功能与引擎作用变得更加突出

和重要。

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认为，城镇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与促进力量，城镇化发

展状态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速度与质量。

深入推进城镇化要着力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不

断提升城镇的发展质量，二是充分发挥城镇特别是

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范恒山认为，要基于构建比较优势或独有特

色提升城镇发展质量，重点是努力打造与地域自

然环境和文化底蕴相协调的温婉悦人的城市风

貌、与资源条件和发展基础相衔接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与增进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保障经济社会

安全相匹配的科学治理体系。要着眼于提升周边

和乡村全面振兴，增强城镇的辐射带动能力。通

过功能分解、设施联通、体制对接、产业转移承接

等，推动城镇间互促互补和一体化发展，最大限度

减少不良竞争。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冯奎认为，城乡融

合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稳增长的重要领

域。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有效需求不足，

稳增长的迫切性上升但难度加大，城乡融合是稳增

长极具潜力的投资领域。我国人口规模超大、地理

空间超大、经济总量超大，是超大规模经济体。超

大规模经济体具有突出的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

效应、创新学习效应、发展外溢效应和韧性网络效

应等，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是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

的一个具体表现，我们要进一步转化利用其中蕴藏

的城乡融合发展潜力。

“从 趋 势 看 ，城 市 群 都 市 圈 约 占 全 国 人 口 的

70%，经济总量占比超过 80%，而且人口和经济密度

还在增加。”冯奎认为，城市群都市圈是城乡融合的

重要依托。可以说，城市群都市圈具备率先实现城

乡融合的优势，这些地区做好了，城乡融合的主体

任务就基本完成了。

县城位于“城尾乡头”，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独特作用。

一方面，县城已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的重

要载体；另一方面，县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纽

带。“县域是城乡融合的基本空间治理单元。城乡

融合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新时代县域发展的

问题。”冯奎表示，县城上面有省市，下面有乡镇，在

城乡融合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以县城为重

要载体的城镇化仍有发展空间。

“处理好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全面振

兴战略之间的关系，探究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与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取向与政策选择，对于构建新

型工农城乡关系、实现我国现代化目标具有重要

意义。”国家发展改革委西部开发司原司长秦玉才

认为，要走具有中国特色、地域特点的新型城镇化

道路，保护好城镇的历史文化传承，弘扬市井文

化，留住乡亲、护住乡土、记住乡愁。加快户籍制

度改革，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城乡要素融

合。此外，还要推动公共服务设施提标扩面、环境

卫生设施提级扩能、市政公用设施提档升级、产业

培育设施提质增效。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

全面振兴，关键要靠进一步深化改革。范恒山表

示，要通过打破二元体制结构，建立健全要素平

等交换、双向流动政策体系及对口帮扶等途径，

推动城市要素融入农村，增强农业农村发展能力

和活力。

冯奎认为，城乡融合涉及人口、土地、资金、技

术、数据等各类要素流动，牵扯的利益群体多，任务

艰巨繁重，应成为新一轮改革重要的突破口和主战

场。城乡融合改革的地理空间特色突出，是统一大

市场改革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有力抓手，城乡融合改

革与统一大市场完全可以协同发力。城乡融合改

革要实现城乡要素从有序流动到充分流动，要依靠

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双轮驱动”。比如，当前尤其

需要关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发展，利用数字技术、

数字经济推动城乡融合，同时在此过程中积累进一

步改革的经验。

更好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本报记者 熊 丽

2024 年伊始，多地敲定的一大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新技术产能

项目将陆续落地，早谋划、早投资、早见效的靠前投资作用明显，为实现

今年一季度经济“开门红”和全年经济稳定增长打下良好基础。

近期，红海贸易主动脉遭受的

武装袭击引发全球关注。丹麦、德

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船运公司已经作

出调整，使得亚欧之间的船运距离

增加 6000 千米（10 天）。此次红海

危机的解决路径再次为我国外贸敲

响警钟。适当拓展在承运能力、路

径选择和贸易网络上的多样性，将

为 2024 年乃至未来外贸的可持续

增长提供更有效支持。

我国外贸虽然面临巨大挑战，

但整体规模依旧排在全球首位，在

全球供应链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拓

展外贸蓝海可能有两条主要路径：

一是探索改进现有贸易商品的

国际网络，建立更有效的供需连接

路径。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快了市场

供需匹配的速度，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贸易联系也变得日

益紧密。跨境电子商务有效地降低了买卖双方形成交易意愿的

能力，为扩大市场选择的多样性、提高生产和制造的计划性创造

更好条件。应继续推动贸易伙伴间自由贸易协定等经贸规则建

立和实施的进程，为经营主体参与国际贸易提供良好的预期。

加快跨境供应链的发展引导，为标准和规则互认、促进内外贸一

体化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降低企业等经营主体参与国际贸易的

门槛。用好进博会等进口平台，增加从更多发展中国家进口的

规模和产品种类。以贸易为纽带，推动农业技术合作，以订单农

业的方式增加预期管理，在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为多元、高品质

商品的同时，增加发展中国家出口创汇能力。以非洲为例，伴随

中非贸易的增长和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建立，中国与非洲国家间

的贸易联系增加，中间品贸易加速发展，中欧贸易可以与中非贸

易逐渐形成互补余缺、相互促进的发展态势，同时实现物流交通

网络的发展，降低单一海陆运输的贸易脆弱性。

二是通过模式或内容创新满足市场需求，实现改进经贸联

系、提升全球价值链发展的目的。伴随技术进步和规则发展，货

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的融合发展明显提速，显著增加了贸易

的可能性。2023 年以来，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获得了较快发

展，中国也成为全球重要的汽车贸易大国。尽管电动汽车出口

进一步高速增长可能会受到更多阻力和干扰，但要保持贸易额

的稳定，仍需要从全生命周期增加消费者的使用价值、改善其使

用体验。数字贸易快速发展的时代，附着于产品之上的各类数

字服务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可能形成新的国家间、市场间发展

关系，服务于数字经济时代的社会需求。高新技术产品是 2023

年中国出口的亮点，中国各产业领域研发的持续高额投入和巨

大的应用市场为具有更高性价比商品的出口创造了条件，新市

场的开拓有着广泛空间。差异化和个性化将成为消费者的新需

求，自消费逆向定义生产制造的供需关系模式可能变得更为普

及，这不仅需要柔性生产制造能力的提高，也对相应的物流服务

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4 年，中国经济将在持续扩大开放和推进市场一体化建

设中形成更强的发展动能。尽管如此，面对红海危机的影响仍

需做好谨慎应对，有效用好中欧班列，进一步增强中国参与全球

经贸合作的韧性，继续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对外贸易如何应对红海危机

周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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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红海贸易主动

脉遭受的武装袭击引发全

球关注。我国仍需拓展外

贸蓝海，探索改进现有贸

易商品的国际网络，建立

更有效的供需连接路径。

通过模式或内容创新满足

市场需求，实现改进经贸

联系、提升全球价值链发

展的目的。

厂通路（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至北京市通州区）潮白河大

桥主桥吊装首段钢箱梁，潮白河大桥主桥即将进入上部结构施工

阶段。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