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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并对秘鲁、巴西国事访问

习 近 平 回 到 北 京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3 日电 11 月

23 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出席

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

峰会并对秘鲁、巴西的国事访问后乘

专机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

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

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在 卡 萨 布 兰 卡 技 术 经 停 后 离 开

时 ，摩 洛 哥 首 相 阿 赫 努 什 等 到 机 场

送行。

强化保交房资金支持力度
当前，保交房工作有力推进，市场

预期出现积极变化。最新数据显示，

截 至 11 月 13 日 ，全 国 保 交 房 已 交 付

285 万套；截至 10 月 31 日，城市房地产

融资协调机制“白名单”项目贷款审批

通过金额已超 3 万亿元，预计到今年年

底，“白名单”项目贷款审批通过金额

有望超 4 万亿元。

保交房工作的关键环节之一，是

解决项目建设的资金问题。今年年初

以来，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的指导下，全国 297 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建立了房地产融资协调

机制，把合规的房地产项目纳入“白名

单”，推动金融机构加大融资支持力

度。接下来，要贯彻落实好中央政治局

会议要求，加大“白名单”项目贷款投

放力度，协同各方，凝聚合力，为保交

房提供有力资金支持。

便利融资流程。协调机制形成的

一项有益经验是，政府协调推动、金融

融资支持、司法执行保障。经过多方

统筹，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得

到 有 效 缓 解 。 金 融 监 管 总 局 近 期 透

露，经研究，把商品住房的房地产开发

贷款项目全部纳入“白名单”已具备条

件。纳入“白名单”后，项目管理将更

加规范，融资也将更加快捷。接下来，

要进一步便利融资流程，审核、备案

“两条腿走路”，继续保留协调机制对

“白名单”项目的审核流程，同时激发

银行、企业的主动性，房地产项目公司

与银行协商后，若项目符合标准，可通

过“白名单”机制进行备案，纳入“白名

单”管理。

修复问题项目。对优质房地产项

目来说，融资可得性相对较高，难点与

重点是如何修复问题项目，使其符合

金融机构的授信审批标准，更多的信

贷支持才能落地。接下来，要协调各

方，压实责任。其中，地方政府要承担

属地责任，推动住建、金融管理、公安、

自然资源、审计等部门和法院协同配

合；房企要承担主体责任，制定项目处

置方案，瘦身自救；金融机构要落实尽

职免责规定，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应贷

尽贷”。

规范项目管理。钱既要放下去，

更要用得好。为确保信贷资金不被挪

用，要严格规范项目管理。一方面，协

调机制要优化预售资金的监管流程，

合理确认预售监管资金额度。另一方

面，“白名单”项目要单独建账核算，封

闭 运 作 管 理 ，项 目 间 的 资 金 不 得 混

用。在此基础上，金融机构要优化信

贷资金的拨付方式，确保房地产项目

及早开工建设，更好保障各方权益。

受益于协调机制，截至今年 8 月

末，房地产开发贷款较年初实现了正

增长，下滑趋势得到扭转，房地产并购

贷款、住房租赁贷款也分别增长 14%、

18%。要进一步推动协调机制落地见

效，做到“应进尽进”“应贷尽贷”“能早

尽早”，同时支持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

资 需 求 ，促 进 房 地 产 市 场 平 稳 健 康

发展。

□ 金观平

营 造 企 业 发 展 良 好 环 境
本报记者 李思雨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兴才能产

业强、民生稳、发展好。各地各部门积极探

索规范涉企执法行为、创新包容审慎监管，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有效减轻企业负担

今年 5 月发布的《关于做好 2024 年降成

本重点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强化涉企收

费监管。坚决查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

在近期召开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罗文说，要坚决制止违

法违规设立收费项目，完善各类涉企收费目

录清单，全面公开收费项目、依据和标准，不

在目录内的一律不得收费。同时加大对乱

收费行为的惩戒力度。

罗文表示，要在减轻企业负担上狠下功

夫，聚焦重点收费主体、重点行业领域，组织

开展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检查和重点抽查，加

快违规收费退费进度，让企业尽快得到实

惠。要在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上持续

发力，推动修订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

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开展经营者集中试点

委托、大幅提高经营者集中

申报标准、优化简易案件审

查思路、简化简易案件申报文件资料⋯⋯近

期，一系列有关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的改革

措施出台落地，切实降低经营主体制度性交

易成本。

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副司长谢方

介绍，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制度自实施以

来，在提升审查效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从 2014 年和 2023 年的数据对比来看，

简易案件平均审结时间从 40 天缩短为 17.7

天，大大降低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简易

案件占全部经营者集中申报的比例不断提

高，从 48.6%提高至 88%。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修订发布了《经营者

集中简易案件反垄断审查申报表》《经营者集

中简易案件公示表》。新修订的申报表和公

示表上线后，申报人需要提交的材料从 3 份

减为 2 份，原则上仅需提交保密版申报表和

公示表，申报表中需要提交的信息从 44 项减

少为 38 项，能够极大提高申报人填报的便利

性和申报效率，整体提升投资并购便利化

水平。

严格规范执法监管

在民营经济促进法征求意见中，关于涉

企检查的意见比较集中，检查频次过高、随

意检查、重复检查等影响企业正常经营活动

的现象仍有发生。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

列介绍，下一步，将抓紧

制定出台有关制度文件，

对企业不规范检查、过多

过滥检查的刚性约束从

制度上落实下来。推进

全国行政执法综合管理

监督信息系统建设，充分

发挥信息化手段管控行

政执法流程的作用。

同时，还将依法规范罚款的设定与实

施，大力推进各地各有关部门尽快建成覆盖

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行政行为的裁量权基

准体系，有效解决执法标准不统一、不协调

的问题。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开展了涉企行政

执 法 专 项 监 督 ，在 规 范 涉 企 执 法 行 为 、创

新 包 容 审 慎 监 管 和 柔 性 执 法 方 式 上 都 有

不 少 新 探 索 。 例 如 ，北 京 昌 平 全 面 推 行

“一码检查”为企减负，今年减少扰企检查

204 户次；安徽推出 30 份轻微违法免罚轻

罚清单，覆盖 28 个执法领域；湖南衡阳探

索实行企业赋码保护机制，政府部门开展

访企活动须“码上约”，访企行为满意度被

企业“码上评”。

精准扶持企业发展

个体工商户是我国数量最多的经营主

体。市场监管总局统计，截至今年 9 月底，全

国登记在册个体工商户达 1.25 亿户。

罗文介绍，要对个体工商户实施分型分

类、精准帮扶。市场监管总局将个体工商户分

为生存、成长、发展 3 个类型和名、特、优、新

4 个类别，今年年底前建成全国统一的分型分

类“个体工商户名录库”。 （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3 日电 2024 年

11 月 13 日至 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

赴 秘 鲁 出 席 亚 太 经 合 组 织（APEC）第

三 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秘鲁进

行 国 事 访 问 ，赴 巴 西 出 席 二 十 国 集 团

（G20）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并对巴西进

行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

介绍此访情况。

王 毅 说 ，南 半 球 初 夏 时 节 ，习 近 平

主席飞越万水千山，开启党的二十大后

首次拉美之行。此访立足拉美，面向亚

太、放眼全球、胸怀天下，是一次跨越山

海 的 友 谊 之 旅 ，共 促 发 展 的 团 结 之 旅 ，

拓 展 伙 伴 关 系 的 合 作 之 旅 。 11 天 时 间

里 ，习 近 平 主 席 行 程 逾 4 万 公 里 ，横 跨

南美大陆东西两岸，密集出席近 40 场双

多边活动，达成 60 多项合作文件，既会

老友，又交新朋；既进行战略沟通，又深

化务实合作；既推动大国关系健康稳定

发 展 ，又 引 领 全 球 南 方 团 结 自 强 ，拓 展

了 中 国 高 质 量 发 展 和 高 水 平 开 放 新 空

间 ，丰 富 了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新 实

践，开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

境界。

国 内 外 舆 论 高 度 关 注 、密 集 报 道 ，

团结、合作、发展、命运共同体成为高频

词汇，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这次拉美之

行意义非凡、影响深远，拉美掀起“中国

热”，世界目光“向中国”。从利马到里

约热内卢，习近平主席又一次在人类历

史 的 十 字 路 口 发 出 坚 定 维 护 多 边 主 义

的明确信息，用中国智慧点亮全球治理

的“拉美时刻”，展现了中国公道正义、

勇 于 担 当 、开 放 包 容 的 负 责 任 大 国 形

象，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道义感

召力。

一、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启新程

王毅表示，亚太经合组织诞生 35 年

来 ，带 动 亚 太 大 发 展 、大 融 通 ，助 推 亚

太 成 为 全 球 经 济 最 具 活 力 板 块 和 主 要

增 长 引 擎 。 同 时 ，世 界 进 入 新 的 动 荡

变 革 期 ，单 边 主 义 、保 护 主 义 蔓 延 ，亚

太 合 作 也 面 临 不 进 则 退 的 严 峻 挑 战 。

早 在 2017 年 初 ，面 对 逆 全 球 化 思 潮 抬

头 ，习 近 平 主 席 就 在 达 沃 斯 世 界 经 济

论 坛 年 会 上 振 聋 发 聩 地 指 出 ，“搞 保 护

主 义 如 同 把 自 己 关 进 黑 屋 子 ”，“ 让 世

界 经 济 的 大 海 退 回 到 一 个 一 个 孤 立 的

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为迷茫

中 的 世 界 指 明 了 方 向 。 现 在 ，世 界 再

次 处 于 关 键 历 史 节 点 ，国 际 社 会 又 一

次把目光投向中国，期待习近平主席再次拨云破雾，提出

中国方案。

习近平主席在利马出席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向

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书面演讲，登高望

远，洞察世界经济发展规律，以坚持开放

发展回答世界之问，深刻指出经济全球

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

进步必然结果，将相互依存的世界割裂

开来，是开历史倒车。越是困难时刻，越

要坚定信心，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与时俱

进、坚持以人为本，携手推动普惠 包 容

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主席还总结“亚

太奇迹”原因，呼吁亚太经济体始终坚持

真正的多边主义，构建开放融通的亚太

合作格局、培育绿色创新的亚太增长动

能、树牢普惠包容的亚太发展理念。在

各方共同努力下，利马会议通过亚太自

贸区建设新的指导文件，再次激活了亚

太自贸区进程，为推动亚太开放型经济

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王 毅 说 ，中 国 曾 两 次 主 办 APEC 领

导 人 非 正 式 会 议 ，习 近 平 主 席 出 席 了

2013 年 以 来 的 历 次 领 导 人 非 正 式 会

议 ，从 牢 固 树 立 亚 太 命 运 共 同 体 意 识 ，

到 倡 导 共 建 互 信 、包 容 、合 作 、共 赢 的

亚 太 伙 伴 关 系 ，再 到 推 进 亚 太 自 贸 区

进 程 ，中 国 始 终 是 亚 太 合 作 的 积 极 倡

导 者 、引 领 者 。 这 次 中 国 从 促 进 亚 太

合作大局出发，提出申办 2026 年 APEC

会 议 ，获 得 各 方 一 致 支 持 和 领 导 人 会

议 核 可 ，充 分 彰 显 了 中 国 的 历 史 主 动

和 责 任 担 当 ，体 现 了 各 方 对 中 国 的 高

度 信 任 和 殷 切 期 待 。 中 国 将 继 续 携 手

地 区 伙 伴 ，坚 持 真 正 的 多 边 主 义 和 开

放 的 区 域 主 义 ，共 同 打 造 亚 太 发 展 下

一个“黄金三十年”。

二、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再聚焦

王毅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但全球治理体系

明显滞后于国际力量对比新变化，南北差

距、数字鸿沟等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随

着非盟加入 G20 以及印尼、印度、巴西、南

非连续 4 年担任 G20 主席国，全球治理迎

来“南方时刻”。这次 G20 里约峰会以“构

建公正的世界和可持续的星球”为主题，

以“消除饥饿贫困”为首要议题，反映了全

球南方对于实现发展繁荣、逐梦现代化的

追求和渴望。

习近平主席始终高度重视发展问题，

在 2016 年 G20 杭 州 峰 会 上 首 次 将 发 展

议题置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心位置，

此 后 又 提 出 全 球 发 展 倡 议 。 此 次 峰 会

上，习近平主席全面系统阐释中国的全

球治理观，从历史长周期和全人类共同

发 展 繁 荣 的 高 度 ，为 全 球 治 理 把 脉 开

方，以坚持命运与共回应全球治理变革，强调应该推动更加

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

公正世界。 （下转第三版）

跨越山海的友谊

、团结

、合作

、开拓之旅

—

习近平主席拉美之行拓展了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新空间

，

丰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实践

，开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

十一月二十三日

，沪苏湖高铁首趟试运行列车

G
55505

次行驶

在湖州境内

。全线开通运营后

，将进一步优化上海铁路枢纽布

局

，完善区域路网

。

何伟卫

摄

（新华社发

）

本报太原 11 月 23 日讯（记
者梁婧）山西省国资委近期发布

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山西国有

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总体完成

进度超过 65%，预计年底前完成

70%的主体任务；山西省属企业

2023 年利润总额稳定在 1000 亿

元左右。

为深入开展国企改革深化提

升行动，山西在全面完成国企改

革三年行动任务的基础上，制定

了《山西省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

升 行 动 实 施 方 案（2023—2025

年）》，谋 划 了 八 大 重 点 任 务 和

156 项具体举措。

山西国资国企不断加大科技

创新力度，加快建设原创技术策

源地和高水平研发平台。今年前

9 个月，山西省属企业研发投入约

157.4 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

到 1.79%；已有 34 个原创技术项

目取得重要突破，7 家省属企业成

为省级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

一手抓传统产业升级改造，

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山

西国企深入推进煤矿智能化建

设，煤矿智能化建设处于全国领

先水平。山西国企战略性新兴产

业累计完成投资 378.89 亿元，实

现营收 885 亿元，占当期总营收

的 10.07%。

此外，山西国资国企强化国资监督协同，构建国资监督

“13331”工作体系，优化融资结构，抑制盲目投资，加强安全生

产，整体资产负债率实现稳定下降。

山西省国资委副主任侯国伟表示，下一步，山西国资国企

系统将持续完善监管体制机制，加快推进布局优化和结构调

整，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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