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
袁達3日在發布會上介紹了
發改委今年六方面重點工

作。其中，將 「推動房地產市場止跌回
穩，繼續提振資本市場」 列入 「有效防
範化解重點領域風險」 範疇。

「房地產連接着政府收入、百姓住

房、經濟增長等各個方面，要穩經濟增
長就得穩樓市，這是目前躲不開的一個
問題。」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
大學國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蘇劍向大公
報分析指出，有效防範化解重點領域風
險是當前宏觀經濟政策的關鍵一環，其
中，將 「推動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 置
於顯著位置，向市場傳遞出穩樓市積極
信號，可以有效緩解購房者和投資者的
觀望情緒，增強其對房地產市場的信
心。

蘇劍進一步指出，資本市場作為國
民經濟的晴雨表，對於市場預期的引導
作用不可忽視。國家發改委強調 「繼續
提振資本市場」 ，意在通過政策引導，
提升資本市場的吸引力和穩定性，為實
體經濟提供更加充足的資金支持，同時
改善市場預期，形成正向循環。

大公報記者任芳頡

國新辦3日舉行 「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成效」 系列新聞發布
會。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趙辰昕表示，2024年，支持全面創
新的基礎制度加快健全，探月工程、重型燃汽輪機等重大創新
成果持續湧現，中國全球創新指數排名升至第11位（2023年為
12位）。

國家發展改革委副秘書長肖渭明表示，2025年將加大區域
戰略實施力度，繼續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加快建設國際科技創新
中心，並進一步向民營企業開放國家重大科研基礎設施。

大公報記者 任芳頡北京報道

全球創新指數
（Global Innovation
Index，GII）是世界

知識產權組織（WIPO）、康奈爾
大學、歐洲工商管理學院於2007
年共同創立的年度排名，根據80
項指標對130多個經濟體進行排
名，這些指標包括知識產權申請
率、移動應用開發、教育支出、
科技出版物等，是衡量全球經濟
體創新能力高低的工具。

2024年全球創新指數（GII）
在全球經濟增長穩定而緩慢、創
新資金削減和生產力增長乏力的
背景下，為創新把脈。在全球創
新指數對130多個經濟體的排名
中，中國位居第11位，仍然是全
球創新指數排名前30位中唯一的
中等收入經濟體。

大公報整理

中國散裂中子源
超級顯微鏡

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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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國產化率超過90%

大公報整理

全球創新指數TO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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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國科學院高
能物理研究所承
建，共建單位為
物理研究所

•2018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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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東莞松山湖科學城內

定位
•中國首台、世界第四台脈衝型
散裂中子源

用途

•以中子為
「探針」，
「看穿」材
料的微觀
結構

•中國材料科學技
術、生命科學、資
源環境、新能源等
方面的基礎研究和
高新技術開發

用戶
•1/3來自粵港澳大
灣區，其中，港
澳用戶117個

• 2/3是國
內外其他地
區用戶

合作
譜儀

•由散裂中子源科學中心、東莞
理工學院和香港城市大學共建
的國內首台中子全散射譜儀─
多物理譜儀，是中國散裂中子
源上建成的首台合作譜儀，迄
今完成300多項用戶實驗，成為
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的典範

▲1月2日，浙江省寧波市甬港幼
兒園的孩子在科普活動現場近距
離觀察人形機器人。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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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創新指數 中國升至第11位
發改委：向民企開放科研重器 支持灣區建國際創科中心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1月
3日，國務院總理李強主持召開國務院
常務會議，研究推進城市更新工作，聽
取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工作情況匯報，
審議通過《古樹名木保護條例（草
案）》。

完善市場化融資模式
會議指出，城市更新關係城市面

貌和居住品質的提升，是擴大內需的重

要抓手。要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相
結合，統籌推動城市結構優化、功能完
善、品質提升，打造宜居、韌性、智慧
城市。要加快推進城鎮老舊小區、街
區、廠區和城中村等改造，加強城市基
礎設施建設改造，完善城市功能，修復
城市生態系統，保護和傳承城市歷史文
化。要加強用地、資金等要素保障，盤
活利用存量低效用地，統籌用好財政、
金融資源，完善市場化融資模式，吸引

社會資本參與城市更新。要支持各地因
地制宜進行創新探索，建立健全可持續
的城市更新機制，推動城市高質量發
展。

暢通維權渠道 嚴懲惡意欠薪
會議指出，保障農民工工資支

付，是事關民生的大事。要進一步加大
對欠薪突出問題的整治力度，暢通維權
渠道，嚴懲惡意欠薪，切實維護廣大農

民工合法權益。要指導各級政府和央企
國企優先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帶頭清
理欠薪，依法督促民營企業及時償還欠
薪。要發揮工資支付監控預警平台作
用，加強人社、金融等部門相關數據聯
通，提高欠薪治理效能。要拿出制度
性、長效性的舉措，從源頭上保障農民
工工資支付。

會議審議通過《古樹名木保護條
例（草案）》，強調要堅持保護第一，

抓緊制定修訂古樹名木保護管理標準、
規範等配套制度體系，把分級分類保
護、日常養護、採伐移植管理等規定落
實落細。要合理利用古樹名木資源，充
分挖掘歷史文化內涵，有序開展生態旅
遊、科學研究等活動，做好養護救治科
技攻關和科普宣傳，嚴厲打擊毒害古
樹、非法採伐等違法行為，引導全社會
增強保護意識、形成保護合力。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國務院：城市更新是擴大內需重要抓手
打造宜居韌性智慧城市 加快推進城中村改造



新年第一會 投資是重點 推動樓市止跌回穩 增添入市信心

▲去年10月，山西太原市民在一售樓部
諮詢商品住宅。 中新社



新 年 伊
始，各省密集
舉行 「新年第

一會」 。貫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
全面吹響新年度經濟工作 「集結號」 。
重大項目建設、優化營商環境，成為普
遍的主攻方向。

在投資、消費、出口 「三駕馬車」
中，穩投資對穩增長具有關鍵性作用，
高效益投資是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支撐。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要求： 「把握政
策取向，講求時機力度，各項工作能早
則早、抓緊抓實，保證足夠力度。」

從各地的開工情況下，可謂勢大力
沉，為穩住經濟基本面提供 「壓艙
石」 。1月2日，重慶舉行一季度重大項
目開工暨投產活動，共涉及304個項
目、3860億元（人民幣，下同）投資
額；同日，江蘇召開 「全省重大項目建

設專題會議」 ，一季度將開工億元以上
項目2807個；安徽首批622個重大項
目，總投資4057.5億元。

尤為重要的是，重大項目不僅體
量 大 ， 而 且 質 量 高 ， 力 道 十 足 又
「新」 意十足。安徽投向新興產業項

目佔比55.3%，涵蓋新能源汽車、新
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等。貴州
「新年第一會」 主題定為 「全省抓產

業抓項目抓招商推進會」 ，吉利新能
源汽車、華為雲端數據中心、寧德時
代新能源動力電池等成為龍頭項目。
海南召開 「自由貿易港封關運作推進
大會」 ，將聚焦種業、深海、航天、
綠色低碳、生物製造等新質生產力，
夯實現代化產業體系。

重大項目 「硬投資」 ，離不開營商
環境 「軟建設」 。多省因地制宜提出有
針對性的舉措。福建以 「優化營商環境

大會」 作為主題，要求落實 「非禁即入
的負面清單制度，平等對待各類企業，
打好新 「僑牌」 吸引外資。海南則圍繞
自貿港探索國際人才服務管理改革試
點、內外資准入協同模式，打造國際化
營商環境。

營商環境就是生產力、競爭力。
沒有法治、信用、公平、開放的營商
環境，再多的項目、產業也難以真正
轉化為增長實效。當前，一些地方的
「遠洋捕撈」 「以罰代管」 等逐利性

執法、選擇性執法、運動式執法，令
企業不堪其苦。以包容審慎監管、柔
性執法，來呵護關愛企業，共克時
艱，是深層次激發發展活力、錘煉經
濟韌性的根本。因此，國辦日前專門
印發《意見》，嚴格規範涉企行政檢
查，防止逐利性、任性檢查，切實減
輕企業負擔。

北京觀察
馬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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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促進民營經濟發展
三方面考慮

1
在法治

建設上

•推動出台民營經濟促進法。同時，
配合有關方面開展規範涉企執法專
項行動，有效維護好民營企業和民
營企業家合法權益。

•在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中對涉
民營經濟的政策要開展專項評估。
推進基礎設施競爭性領域向經營主
體公平開放，特別是向民營企業公
平開放。進一步向民營企業開放國
家重大科研基礎設施，完善民營企
業融資支持政策制度，推動落實解
決賬款拖欠問題。

•健全國家、省、市、縣四級與民營
企業常態化溝通交流機制，用好民
營經濟發展綜合服務平台，廣泛聽
取各企業的意見和建議，推動解決
企業急難愁盼、重大共性問題。

資料來源：1月3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副秘書
長肖渭明在新聞發布上答記者問

2
在政策

舉措上

3
在工作

機制上

▲1月3日，國家發改委表示，今年將進一步向民營企業開放國家重大科研基礎設
施。圖為位於東莞松山湖的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中國散裂中子源。 中新社

專家
解讀

趙辰昕在國新辦發布會上介
紹，2024年，中國創新活力持續
激發，新舊動能轉換加快。新質生
產力加快培育：一方面，支持全面
創新的基礎制度加快健全，重大科
技基礎設施體系化建設不斷推進，
探月工程、重型燃汽輪機等重大創
新成果持續湧現，中國全球創新指
數排名在2024年上升到第11位。
另一方面，創新驅動發展成效持續
顯現，傳統產業加快升級，新興產
業加快發展，未來產業加快布局，
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的增速持續高
於製造業總體增速。

展望2025年，趙辰昕表示，
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方面，
要支持各地立足戰略定位、結合稟
賦優勢，探索富有地域特色新路
子。如在沙漠戈壁荒漠大型風電光
伏基地建設中，通過發展新型儲
能、綠電製氫等延長產業鏈條。要
支持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實體經
濟與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如深入開
展 「人工智能＋」 行動，支持可再
生能源、新型儲能技術應用。

「我國創新領域呈現出蓬勃生
機，標誌着我國正在加速邁向創新
驅動的發展新階段。」 中國社科院
金融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郭寒冰對
大公報表示，一系列積極變化，不
僅體現在創新成果的持續湧現上，
更反映在創新制度的不斷完善和創
新生態的持續優化之中，是多重因
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區域發展方面，回顧2024
年，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
區引領帶動作用進一步增強。肖渭
明介紹，中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推
進取得重大進展，各地區的比較優

勢進一步發揮。京津冀、粵港澳大
灣區、長三角三大動力引擎作用持
續增強，佔全國經濟增量的比重保
持在40%以上，「深圳─香港─廣
州科技集群」連續5年位居全球創新
指數百強科技集群第二。2025年
將加大區域戰略實施力度，增強區
域發展活力，繼續支持粵港澳大灣
區加快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推
進深圳綜合改革試點。深化體制機
制改革創新，促進區域間聯動融
合發展，繼續推進京津冀、粵港
澳大灣區、長三角發揮示範引領
作用。

郭寒冰認為，粵港澳大灣區作
為中國經濟最為活躍、開放程度最
高的區域之一，不僅是經濟增長的
重要引擎，更是創新驅動發展的高
地，優勢顯著，在區域發展中扮演
着至關重要的角色。

出台民營經濟促進法 提升創新能力
肖渭明表示，2025年，國家

發改委將推動出台民營經濟促進
法，配合有關方面開展規範涉企執
法專項行動，有效維護好民營企業
和民營企業家合法權益；對涉及民
營經濟的政策要開展專項評估，推
進基礎設施競爭性領域向經營主體
公平開放，特別是向民營企業公平
開放；進一步向民營企業開放國家
重大科研基礎設施，完善民營企業
融資支持政策制度，推動落實解決
賬款拖欠問題。

郭寒冰稱，向民企開放國家重
大科研設施、完善融資支持政策等
舉措，有助於提升民企創新能力和
競爭力，為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提供堅實支撐。

廣深港科技集群 連續5年居全球創新指數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