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發改
委副主任劉蘇社在

當日舉行的發布會上說，
近年來，中國深入推進高水平

對外開放，出台實施了一系列穩外資
政策舉措，外商投資環境不斷優化。

利用外資規模保持歷史高位
劉蘇社說，在全球跨境投資活躍度不足的

大背景下，2023年前11個月，中國實際使用外
商直接投資規模仍保持歷史高位。按照中央經
濟工作會議部署，國家發改委將會同有關方
面，以制度型開放為重點，持續做好
「引進來」 「走出去」 兩方面重點
工作。

他介紹， 「引進來」 方面，
將堅持從出台政策、優化服務等
方面發力，推動利用外資高質量
發展。

一方面，抓緊出台政策。修訂
全國版外資准入負面清單，全面取消
製造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措施。加快
推動出台實施吸引和利用外資的綜合
性政策，着力解決外資企業面臨的難
點堵點問題。另一方面，加快項目落
地。劉蘇社介紹，近年來，我們積極發
揮重大外資項目工作專班作用，先後
推出7批重大外資項目。前6批40個
項目完成投資730億美元。第7批11個
項目計劃總投資超過150億美元，涉及
生物醫藥、汽車製造、新能源電池、
化工等多個領域。此外，我們還將
舉辦國際產業投資合作系列活動，
搭建跨國公司和地方投資對接平
台；完善外資企業直接聯繫機制，
及時回應關切、解決訴求、提供服
務。

「走出去」 方面，劉蘇社
說，我們將與合作國有關方面加
強政策溝通和對接，深化 「一帶
一路」 產能合作、第三方市場合
作、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合作、民生
項目合作，讓合作成果更好惠及各國
民眾。

《 「十四五」 新型城鎮化實施
方案》提出，深入實施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等區域重大戰略，加快打造世界
一流城市群。劉蘇社表示，營商環境是
企業生存發展的土壤，也是地區競爭
力的一個重要體現。他以去年發布的
《粵港澳大灣區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建
設三年行動計劃》舉例， 「這個計劃
以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市場規則為重
點，推動大灣區整體營造統一高效競爭有序
的市場環境、規範便捷公開透明的政務環境、
公平公正健康發展的法治環境、循環暢通合作
共贏的開放環境。」

大灣區經貿對標國際加大壓測
劉蘇社還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正在完善以

信用為基礎的新型監管機制，研究建立獨立的
公平競爭審查機構，探索公平競爭集中審查、
專業審查工作模式，為三地規則銜接趟路試
水。此外，粵港澳大灣區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
規則，加大壓力測試，着力在形成更多突破性
制度創新成果上下功夫。

談及下一步工作重點，劉蘇社表示，國家
發改委將突出做好7個方面工作，包括以科技創
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着力擴大國內需
求、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推動城鄉融合和區域
協調發展、深入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低碳
發展、統籌好發展和安全、切實保障和改善民
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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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內，電動汽車在進行出廠
前的設備檢測。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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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格奧
爾基耶娃17日在參加世界經濟論壇
2024年年會時表示，作為貢獻全球
增長三分之一的重要經濟體，去年
中國經濟主要預期目標圓滿實現，
對中國、亞洲和全球都是好消息。

格奧爾基耶娃強調，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與中國是 「非常好的合作
夥伴」 。她認為，中國政府致力於
實現高質量發展，推動增長模式轉
型，從以出口為主導轉向消費起更
大作用的增長模式。今後中國在推
動生產力提升、應用人工智能新技
術等方面擁有廣闊發展空間。

中國國家統計局17日發布數據
顯示，初步核算，2023年中國國內
生產總值（GDP）突破126萬億元，
同比增長5.2%。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國家
發改委副秘書長、國民經濟綜合司司長袁達
18日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今年工作重點
之一便是激發有潛能的消費，要下大力氣改善
居民收入預期、提高消費能力、增強消費意
願。

袁達表示，一是促進居民多渠道增收。更
加突出就業優先導向，確保重點群體就業穩
定，積極拓寬居民增收渠道，擴大中等收入群
體規模，強化農民增收舉措。二是創新商品和
服務供給。大力發展數字消費、綠色消費、健
康消費，三是提高商品和服務消費質量。提升

文化、旅遊、體育等消費基礎設施，改善消費
軟環境，讓群眾放心、安心、舒心消費。

推進民營經濟促進法立法
談及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話題，袁達表

示，要不斷強化民營經濟發展的制度和法律保
障。加快推進民營經濟促進法立法進程，構建
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制度保障體系，從制度和
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
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
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充分
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作用。

激發消費潛力
數字綠色健康三路並進

帶動全產業鏈發展
近年來，不斷有

國際巨頭或行業領軍企業
落戶中國，並有效帶動中國全產
業鏈發展。中國人民大學重陽研究院
合作研究部主任劉英18日對大公報說，海外
巨頭落戶或回流中國的現象已經越來越引人注目，
這一方面說明他們對中國產業基礎的充分認可，另
一方面更說明他們對中國未來發展的充分信心。

劉英表示，隨着多年來有規劃地穩步發展，中
國已經奠定雄厚的工業基礎，並且擁有完整、穩定
的供應鏈和產業鏈。此外，中國正在 「高質量發
展」 的目標指引下，構建起 「新發展格局」 ，特別
是我們十分可觀的巨大市場，其所釋放的內需潛
力，對全球企業都具有極強的吸引力，更為國際間
的技術創新與合作提供了優質的平台和機遇。

「當前，全球經濟復甦動力不足，局地戰火更
給國際局勢帶來了諸多不穩定因素，在這種背景
下，中國穩定繁榮的發展局面令人刮目相看。」 劉
英說，海外巨頭紛紛落戶中國，也正說明它們對中
國未來發展的充分信心。與此同時，這也有力促動
了中國全產業鏈發展的步伐。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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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施耐德電氣副總裁、

數字化服務業務中國區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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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的創新應用，近

日，施耐德電氣在北京設立AI

創新實驗室，位於上海的AI創

新實驗室也即將掛牌成立。」

大公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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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發改委

大力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強

創新能力建設，加快新舊動能轉

換，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大

力發展數字經濟。

促進消費穩步恢復和擴大，

加力提效用好增發國債，中央預

算內投資，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等

政府投資。

持續推進關鍵環節的改革，

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擴大

高水平對外開放。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鞏固和

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穩步推進以

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

加強生態保護和污染防治，

加快推動節能改造，擴大可再生

能源的消費。

強化糧食能源資源產業鏈供

應鏈安全保障，持續有效防範化

解重點領域風險。

大力實施就業優先戰略，提

高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水平，做

好保供穩價工作。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北京報道

▼

1
月
18
日
，
國
家
發
改
委
表
示
，
將
抓
緊
出
台
政
策
，
全
面
取

消
製
造
業
領
域
外
資
准
入
限
制
措
施
。
圖
為
去
年
舉
辦
的
進
博
會

上
，
客
商
參
觀
美
國
GE
醫
療
展
位
。

新
華
社

▼

消
費
者
在
中
免
集
團
海
口
日
月
廣

場
免
稅
店
選
購
商
品
。

新
華
社

◀在山東省巨野縣新一代信
息技術產業園，工作人員在
直顯芯片生產設備前值守。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