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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详解经济形势和政策
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 严赋憬

围绕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国务院
新闻办18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
改革委相关负责人回应了一系列热点问
题。

2024年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

“展望 2024 年，我国发展仍是机遇
和挑战并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
苏社说，从困难挑战看，外部环境的复杂
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国内有效需
求仍显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
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
也存在堵点。从机遇条件看，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世界经济格
局，我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也在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优势持续彰显，物质基础更加坚实，产业
体系更加完备，政策空间依然充足。

刘苏社说，总体上看，有利条件强于
不利因素，支撑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的因素仍然较多。中国经济回升向好、
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开放的
中国将继续为世界带来更多的合作机
遇。中国经济前景光明，对此我们充满
信心。

审慎出台收缩性、抑制性举措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国民经
济综合司司长袁达介绍，国家发展改革
委将高质量做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

估工作。从严从细把关各项政策对经济
总量和结构、供给和需求、行业和区域、
就业和预期等的影响，多出有利于稳预
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审慎出台收
缩性、抑制性举措。全面精准分析系列
政策的叠加效应，进一步强化政策协调
和工作协同，切实防范“合成谬误”。

他表示，要推动相关部门科学研判形
势变化，抓好政策出台窗口期；切实强化预
期管理，充分征求意见建议，合理设置政策
过渡期，确保各项工作充分衔接、有序推
进；加强政策实施过程中潜在风险的分析
研判，防止层层加码、“一刀切”等问题，促
进政策最终效果符合党中央决策意图。

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消费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金
贤东介绍，2023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销规模创历史新高，渗透率稳步提升，配
套设施不断健全。截至2023年底，我国
累计建成充电设施859.6万台，数量居全
球第一。

他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
关部门加快优化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的
政策措施，深入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
动，大力推动公共领域车辆电动化。同
时，要加快推动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提
升电动化智能化技术水平。此外，要加
快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不断
优化完善充电网络布局，加快重点区域
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运营服务水平。

修订全国版外资
准入负面清单

刘苏社介绍，要修订全国版外资准
入负面清单，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
准入限制措施。加快推动出台实施吸引
和利用外资的综合性政策，通过加大支
持保障政策力度、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
规则等一揽子务实举措，着力解决外资
企业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

加快推进民营经济
促进法立法进程

袁达介绍，要加快推进民营经济促
进法立法进程，构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的制度保障体系，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
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

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方面，他表示，
要完善投融资机制，实施好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新机制，全面梳理适宜民间资
本参与的项目清单，依托投资项目在线
审批监管平台进行项目推介。

下大力气改善居民收入预期

袁达说，要下大力气改善居民收入
预期、提高消费能力、增强消费意愿。更
加突出就业优先导向，确保重点群体就
业稳定，积极拓宽居民增收渠道，扩大中
等收入群体规模，强化农民增收举措。

此外，要创新商品和服务供给，提高商品和
服务质量，让群众放心、安心、舒心消费。

食品价格具备平稳运行基础

金贤东介绍，受输入性、季节性、周
期性因素影响，2023 年食品价格下降
0.3%。预计在基数和周期性效应逐步减
弱、市场需求稳步恢复、惠农益农政策持
续显效等各个因素作用下，食品价格具
备平稳运行基础。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密
切跟踪市场供需和价格走势变化，抓好
包括食品在内的重要民生商品生产供
应、产销衔接、进出口和储备吞吐调节等
各环节工作，保障市场供应充裕、价格平
稳运行。

确保人民群众安全
温暖过冬过节

金贤东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继
续发挥煤电油气运保障工作部际协调机
制作用，全力做好供暖季的能源保供各
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安全温暖过冬过
节。要保持煤炭、电力、天然气高位供应
能力，做好低温雨雪灾害等情况的应对
准备。同时，要确保民生用能需求，重点
关注农村“煤改气”“煤改电”等保供薄弱
环节，对个案问题、苗头性问题第一时间
采取果断措施妥善解决。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1月17日拍摄的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禾木村（无人机照片）。

经过连日降雪，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禾木村银装素裹，山峰、村落、森林被皑皑白雪覆盖，美若仙境。

新华社记者 李响摄

新疆禾木新疆禾木：：冬日里的冬日里的““仙境仙境””

水泥焦化行业推进超低排放明确时间表
新华社北京 1月 19日电 （记者

高敬）为推动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助力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我国将推进
实施水泥行业、焦化行业超低排放。

生态环境部等部门19日印发了《关于
推进实施水泥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关于
推进实施焦化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

《关于推进实施水泥行业超低排放
的意见》要求，推动实施水泥熟料生产

企业（不含矿山）和独立粉磨站（含生
产特种水泥、协同处置固废的水泥企
业） 超低排放改造。到 2025 年底前，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取得明显进展，
力争50%水泥熟料产能完成改造，区域
内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基本完成有组织、
无组织超低排放改造；到 2028 年底
前，重点区域水泥熟料生产企业基本完
成改造，全国力争80%水泥熟料产能完

成改造。
《关于推进实施焦化行业超低排放

的意见》提出，推动实施焦化企业（含半
焦生产）超低排放改造。到 2025 年底
前，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力争60%焦
化产能完成改造；到 2028 年底前，重点
区域焦化企业基本完成改造，全国力争
80%焦化产能完成改造。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企业

达标排放是法定责任，超低排放是鼓励
导向，对于达到超低排放要求的水泥和
焦化企业要加大支持力度：

一是加大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地方
可根据实际情况，对符合条件的超低排
放改造项目给予支持，如按照环境保护
税法有关规定，对实现超低排放的焦化
企业给予税收优惠。二是实行差异化环
保管理政策。如充分发挥标杆企业引领
示范作用，对于已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并
公示的水泥企业，可开展A级绩效评级
工作，减少错峰生产时间；完成A级绩效
评定的，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可采取自
主减排措施。三是加强技术支撑，促进
成熟先进技术推广应用等。

冬趣 新华社发 朱慧卿作

2023年我国吸收外资1.1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记

者 谢希瑶）商务部 19 日发布数据
显示，2023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
企业53766家，同比增长39.7%；实际
使用外资金额11339.1亿元，同比下
降8.0%，规模仍处历史高位。

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金额3179.2亿元，同比下降1.8%，其
中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
增长 6.5%，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
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
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 32.1%、

12.2%。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7760.8 亿元，同比下降 13.4%，建筑
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研发与设计
服务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
长43.7%、8.9%和4.1%。高技术产业
引资4233.4亿元，占实际使用外资金
额比重为37.3%，较2022年全年提升
1.2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

从来源地看，法国、英国、荷兰、
瑞士、澳大利亚实际对华投资同比分
别增长 84.1%、81.0%、31.5%、21.4%、
17.1%（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

多部门联合加强高校学生宿舍建设
新华社北京 1月 18日电 （陈炜

伟 姜子琳）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
7部门18日对外发布《关于加强高校学
生宿舍建设的指导意见》，从4方面提出
11条政策措施。指导意见提出，引导高
校通过新建、改扩建、修缮、装配化改造
提升等多种方式，补齐高校学生宿舍短
板。

指导意见明确，支持宿舍面积缺口
大、具备新建条件的高校，参照《普通高
等 学 校 建 筑 面 积 指 标》（建 标 191-
2018）新建一批学生宿舍。鼓励新建宿
舍参照本科生四人间、硕士研究生两人
间、博士研究生单人间的标准规划建
设。引导地方政府优化利用闲置资源，

为高校学生宿舍“拆旧建新”、改造翻
新提供周转住房。指导资源缺口大且新
建难度较大的高校，对校内招待所、培
训中心等具备住宿功能的用房进行改造
利用。鼓励高校通过购买、租赁学校周
边的人才公寓、商住楼等社会用房，补
充宿舍资源，并按照校内同等标准，加
强配套服务管理。

指导意见提出，合理调整宿舍收费
标准。按照公益性原则及规定程序，综
合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学生家
庭经济承受能力和高校学生宿舍维护运
行成本等因素，稳妥推进高校住宿费标
准动态调整，建立合理成本分担机制。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规定落实好资

助政策，保障基本学习生活需求。
指导意见明确，推动招生计划与宿

舍面积挂钩。引导高校健全基本办学条
件与发展规模相适应的长效机制，推动
高校招生计划安排与宿舍面积达标挂
钩，将高校学生宿舍达标情况作为招生
计划安排的重要参考因素。对学生宿舍
面积总量缺口大、学生反映强烈的高校，
原则上不得新增安排招生指标，问题突
出的要压缩招生指标。

指导意见还提出，优化学生宿舍功
能设置，加强空间共享和复合利用，将党
建、学习、休闲、娱乐、健身、社团活动等
空间与学生宿舍同步规划、同步建设，科
学配置消防设施设备。

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 337.7 万个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记

者 王悦阳 张辛欣）工业和信息化
部新闻发言人赵志国19日在国新办
发布会上表示，我国5G创新发展取得
积极成效，截至 2023 年底，我国 5G 基
站总数达337.7万个，网络底座进一步
夯实，制造业数字化进程加快。

赵志国说，5G 技术产业在技术
标准、网络设备、终端设备等方面创
新能力不断增强，融合应用广度和深
度不断拓展，5G行业应用已融入71
个国民经济大类，应用案例数超9.4
万个，5G行业虚拟专网超2.9万个。

数字基础不断夯实，助推制造业
提质增效。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我
国工业互联网进入规模化发展新阶
段，预计 2023 年核心产业规模达
1.35 万亿元。工业互联网深入制造

业研、产、供、销、服等各环节，支撑大
国重器、服务绿色低碳、促进消费升
级、保障安全生产等领域。

数字技术加快融入实体经济，贯
穿全生产周期，让制造业智能化转型
步伐进一步加快。截至2023年12月
底，我们已培育421家国家级示范工
厂、万余家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
厂。

赵志国说，下一步，将出台推动
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实
施标识“贯通”行动，再出台一批工业
互联网细分行业应用指南，突破一批
关键技术，加快一批攻关成果产业化
应用，推动政策、技术、标准、产品、服
务等一体化进园区、进基地、进集群，
为促进数实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提
供更坚实支撑。

我国首条地铁启动延伸建设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记

者 张骁）“全面开工！”1月18日上
午，随着北京市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
发出建设指令，北京地铁1号线支线
工程现场机器轰鸣，在北京城市总体
规划指引下，我国首条地铁——北京
地铁1号线当日启动延伸建设。

北京市重大项目办有关负责人
介绍，北京地铁1号线支线工程西起
青龙湖东站，终点接轨至北京地铁1
号线既有八角游乐园站，全长约 21
公里，新建 9 座车站。支线建成后，
将牵引北京地铁 1 号线向西南方向

延伸，进一步衔接京西重点功能区，
织补、加密北京轨道交通运营网，便
捷群众绿色出行。

北京地铁1号线历史悠久。1969
年 10 月 1 日，其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20 周年的献礼之作通车运营。近年
来，北京地铁1号线不断“生长”，与北
京东部的八通线贯通运营，逐步成为
西起北京石景山、东至北京城市副中
心的城市轨道交通东西骨干线。在北
京城市总体规划指引下，承载非首都
功能疏解等重要使命的支线工程应运
而生，将更好助力区域协调发展。

（上接第 1 版）2023 年，城乡居民生
活售电量为187.7亿千瓦时，占总售电量
的10.38%，同比增长3.3%。

“用电量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2023年售电量创历史新高，反映出新疆
经济发展持续稳定向好的态势。”国网新
疆电力有限公司营销服务中心电费结算部
主任何慧梅说，尤其是第二产业用电量增

速显著，进一步表明新疆经济发展扎实稳
健的趋势。从细分行业数据能看出新疆工
业和农业生产、商业活动、旅游经济发展态
势良好，整体营商环境正在不断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