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 近 平 向 中 国 — 海 合 会 国 家
产 业 与 投 资 合 作 论 坛 致 贺 信

新华社北京 5 月 23 日电 5 月 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中国—海合会国

家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海合会国家友

好交往跨越千年，源远流长。2022 年，

首届中海峰会成功举行，开创了中国与

海合会国家深化合作新局面。中国同海

合会国家深化产业与投资合作，有利于

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海合会国家

发展战略和愿景规划对接，发挥互补优

势，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促进双方繁荣

发展。中国愿同海合会国家共促团结、

共谋合作，谱写中海关系新篇章。

中国—海合会国家产业与投资合

作论坛当日在福建省厦门市开幕，主题

为“面向未来、携手推动中国与海合会国

家产业与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由国家

发展改革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习近平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强调

紧 扣 推 进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主 题
进 一 步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王沪宁蔡奇出席
新 华 社 济 南 5 月 23 日 电 中 共 中 央

总 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5 月

23 日下午在山东省济南市主持召开企业和专

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党的二

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宏伟蓝图，确立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心任务。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这个主题，突出改革重点，把牢价值取向，讲

求方式方法，为完成中心任务、实现战略目标

增添动力。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全 国 政 协 主 席

王 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

主任蔡奇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组书记刘明胜，深圳市创新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左丁，安踏体育

用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丁世忠，浙江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冠巨，德国博世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徐大全，香港冯氏

集团主席冯国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教授周其仁，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

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副所长张斌等 9 位企业和专家代表先后发言，

就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发展风险投资、用科技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建立健全民营企业治理

体系、优化外资企业营商环境、推动香港更好

融入新发展格局、增强人民群众改革获得感、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等提出意见建议。发言过程中，习近平同大

家深入交流，现场气氛热烈活跃。

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

话。他表示，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制定重要

文件，都深入调研，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这

是我们党的一贯做法和优良传统。对大家提

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和建议，有

关方面要认真研究吸纳。

习近平指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要锚定完善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紧扣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奔着

问题去、盯着问题改，坚决破除妨碍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着力

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不

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提供有力

制度保障。

习近平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抓

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要坚持和发

展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推动高

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完善支持全面创新、城乡

融合发展等体制机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

生产力、增强社会活力，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

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推进经

济体制改革要从现实需要出发，从最紧迫的事

情抓起，在解决实践问题中深化理论创新、推

进制度创新。其他领域改革也要聚焦全局性、

战略性问题谋划改革举措，实现纲举目张。

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

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要从人

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

和推进改革，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注重

从就业、增收、入学、就医、住房、办事、托幼养

老以及生命财产安全等老百姓急难愁盼中找

准改革的发力点和突破口，多推出一些民生

所急、民心所向的改革举措，多办一些惠民

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使改革能够让人

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习近平强调，改革有破有立，得其法则事

半功倍，不得法则事倍功半甚至产生负作用。

要坚持守正创新，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西

绝对不能动摇，同时要敢于创新，把该改的、能

改的改好、改到位，看准了就坚定不移抓。改

革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坚持以全局观念和系

统思维谋划推进，加强各项改革举措的协调配

套，推动各领域各方面改革举措同向发力、形

成合力，增强整体效能，防止和克服各行其是、

相互掣肘的现象。改革要重谋划，更要重落

实。要以钉钉子精神抓改革落实，既要积极主

动，更要扎实稳健，明确优先序，把握时度效，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能脱离实际。

李干杰、何立峰出席座谈会，中央和国家

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山东省负责同志，国

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港澳台资企业、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专家

学者代表等参加座谈会。

2024 年 5 月 24 日 星期五

农历甲辰年四月十七
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经济日报社出版

今日 12 版

中 国 经 济 网 网 址 ：http://www.ce.cn 国 内 统 一 连 续 出 版 物 号 CN 11-0014 代 号 1-68 第 14921 期 （总 15494 期）

发挥重点行业挑大梁作用

金观平

国 家 统 计 局 数 据 显

示，4 月份，我国工业经济

保持较快增长，其中重点

行业带动作用明显。巩固

增强工业经济回升向好态

势，要继续发挥重点行业、

工业大省挑大梁作用，稳

增长、转方式、增动能，夯

实工业“压舱石”。

巩固工业经济回升向

好基础，重点在行业。要

清醒认识到，工业经济外

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对

内仍处于结构调整转型关

键期，市场经营主体的信

心和经济回升的动力还需

进一步增强。钢铁、电子、

汽车等重点行业规模大、

带动性强、关联性高，是支

撑工业经济稳增长的重要

支 柱 。 稳 住 这 些 重 点 行

业，就稳住了工业经济。

把握传统行业转型升

级窗口期。一方面，制造

业智能化已挺进深水区，

我国已建成万余家数字化

车间和智能工厂，2025 年

70%以上的规上制造业企

业将基本实现数字化、网

络化，将加速推动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激发新动能；

另一方面，工业领域大规

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

换 新 等 政 策 正 在 加 速 落

地，将提升传统产业生产

效率、释放市场空间，培育

新增长点。从 4 月份数据

看，装备制造、消费品制造

等传统行业都发挥了支撑

和带动作用，要继续推动

这些传统产业向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发挥新兴产业“领头

羊”优势。近年来，高技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一马当先，

新兴产业典型产品增势亮眼，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

阵地。4 月份，代表高端化的高技术制造业继续保持较

高增速，智能制造加快发展，与绿色发展相关的“新三样”

产品销量更是一抹亮色。要聚焦光伏、新能源汽车、5G

这些优势产业，锻造一批“杀手锏”技术，提升产业质量，

保持并扩大领先优势。

加快释放“人工智能+”的变革力量。当前，人工智

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是

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以人工智能赋能产业

不是要全面开花，而是要面向对国民经济影响大、带动力

强、数字化基础好的重点行业，开展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

业化专项行动，加强供需对接、应用推广，加快重点行业

智能化升级。

紧抓重点行业，关键还得靠企业。企业稳，产业才能

稳。企业是创新主体，要发挥龙头企业“链主”的领军和

生态整合作用，带动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促进大中小

企业融通发展，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增强企业发展动能。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力量。要乘势而上，为中小

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强化精准高效服务，推动中小企

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实现高质量发展。

4 月份多项指标回暖——

企 业 生 产 经 营 预 期 改 善
本报记者 李芃达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4 月份，企业生

产指数为 52.9%，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

为 2023 年 4 月以来最高。与此同时，4 月份

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 89.4，比上月上升 0.1

点，连续两个月回升。今年以来，经济实现

良好开局，企业生产和经营预期持续改善。

服务业拉动效应明显

中小企业协会数据显示，4 月份，交通

运输邮政仓储业、批发零售业、社会服务业

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指数比上月

分别上升 0.2 点、0.1 点、0.5 点和 0.1 点，社会

服务业指数升幅较大。“与以往指数上升主

要是靠工业带动不同，4 月份，服务业的恢

复成为拉动指数回升的重要因素。”中国中

小企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朱玉表示，随着稳增

长政策效果加快显现，消费场景有序恢复，

服务需求特别是接触型、聚集型需求继续释

放，服务业整体保持较快增长。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

师赵庆河介绍，在调查的 21 个行业中，有 15

个行业商务活动指数高于临界点，较上月

增加 3 个，服务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其中，

铁路运输、道路运输、邮政、电信广播电视及

卫 星 传 输 服 务 等 行 业 商 务 活 动 指 数 位 于

55%以上较高景气区间，业务总量增长较

快。从市场预期看，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

数为 57.4%，继续保持在较高景气区间，服

务业企业对市场发展前景持续看好。

4 月 份 ，服 务 业 生 产 指 数 同 比 增 长

3.5%，比上月有所回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

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

刘爱华分析，这主要是受到假日错月带来的

高基数影响。初步测算，假日错月带来的高

基数因素影响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速回

落超过 1 个百分点，扣除假日错月因素之

后，服务业运行总体稳定，延续恢复态势。

制造业产能释放较快

4 月份，市场需求继续恢复，企业生产加

快，制造业 PMI 为 50.4%，连续 2 个月扩张。

其中，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是 55.2%，继续

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刘爱华表示，这表明制

造业企业对近期市场发展信心总体稳定。

赵庆河表示，制造业 PMI 连续两个月

位于扩张区间，意味着制造业继续保持恢复

发展态势。从行业看，

化 学 纤 维 及 橡 胶 塑 料

制品、铁路船舶航空航

天 设 备 等 行 业 生 产 指

数均位于 55%以上较高

景气区间，企业产能释

放较快。

“今年一季度，我们

实现销售收入 3660 万

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260 万元，增幅达 8%。”郧西精诚汽配有限公

司董事长谢有华告诉记者，销售收入的增长

主要得益于企业在新能源差速器技术上的深

耕。其中，企业下游客户奇瑞汽车新开发的

乘用车差速器壳体量产和麦格纳动力总成

（江西）有限公司产品销量的增长，使得企业

新接订单额较去年同期增加约400万元。

朱玉认为，我国制造业中小企业发展有

较好的基础条件，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发

展有效推动制造业生产加速，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逐步成为我国构建更强创新力、更高附

加值、更安全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

支撑；另一方面，政策助力制造业企业转型

升级，数字化转型推动中小企业向高端化、

智能化升级，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加大技术研

发投入，提高生产效率。 （下转第三版）

锚定四大重点任务太原构建能源技术创新体系本报太原 5 月 23 日讯（记者李红
光）为全面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山西省太原市近日提出，进一步加快

建设国家能源技术革命策源地。今

年，太原将初步构建绿色能源技术创

新体系，推动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

新示范区建设，新建省级以上重点实

验 室 和 技 术 创 新 中 心 、工 程 研 究 中

心、中试基地等创新平台 20 个，组织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0 项以上。

太原市科技局党组成员、三级调

研员陈培忠介绍，太原锚定打造高水

平科技创新平台、强化企业科技创新

主体地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营造

一流人才发展生态等四大重点任务，

持续推进国家能源技术革命策源地

建设。目前正高标准建设“晋创谷·

太原”先行区，加速推动更多科技成

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去年以来，太原安排财政资金 2.5

亿元支持 1700 多家（次）企业创新活

动，梯度培育科技型企业集群；下达百

家科技企业、百项关键技术“双百攻关

行动”第一批“揭榜挂帅”项目资金预

算 9800 多万元。为吸引人才，太原推

出人才绿卡服务，科技、教育等领域的

600余名人才享受到 6大类 22项服务。

太原市目前拥有省级及以上技术

创新中心 76 个；省级及以上重点实验

室 139 个 ，其 中 国 家 级 重 点 实 验 室

7 个。下一步，太原将培育布局一批

国家级、省级重点实验室和技术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推动组

建一批多元化新型研发机构，开展能源核心技术攻关，打造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煤基能谷”。

5 月 23 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山东省济南市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