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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經濟爬坡過坎
更大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李
克
強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和企
業家座談會，分析經濟形勢，就做好
下步經濟工作聽取意見建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
理韓正出席。
座談會上，溫彬、賀俊等專家和大

唐集團、無錫一棉紡織集團、深圳精
鋒醫療科技公司負責人發了言，就穩
定外貿出口、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緩
解原料成本上漲壓力、推動企業創新
等提出建議。

經濟穩步恢復 現新下行壓力
李克強說，今年以來，我國發展遇到疫
情多地散發、嚴重洪澇災害、大宗商品價
格快速上漲、電力煤炭供應一度緊張等多
重挑戰。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堅強領導下，各方面落實黨中央、國務院
部署，廣大市場主體奮發努力，經濟總體
穩步恢復，可以實現今年主要目標，就業
提前完成全年任務。當前國內外形勢依然
複雜嚴峻，我國經濟出現新的下行壓力，
要在高基數上繼續保持平穩運行面臨很多
挑戰。要繼續做好常態化疫情防控，強化
「六穩」「六保」特別是保就業保民生保

市場主體，增強宏觀政策的前瞻性針對
性，推進改革開放，做好跨周期調節，推
動經濟爬坡過坎，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
間和就業大局穩定。

推進改革開放 落實煤電政策
李克強指出，上億市場主體是中國經濟

韌性、潛力所在，有力托住了就業基本
盤，宏觀政策要繼續圍繞市場主體展開。
在延續制度性減稅、落實已定緩稅政策的
同時，研究採取新的組合式、階段性減稅
降費措施，完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增值
稅留抵退稅等政策，支持製造業企業、中
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紓困解難和創新升

級。支持煤電企業的各項政策要
確保落實到位，保證電力穩定供
應。採取針對性措施加強經濟運
行調節，緩解大宗商品價格上漲
向下游中小微企業傳導的壓力。
各方面都要多想辦法，為市場主
體發展創造良好環境，促進更多
市場主體渡過難關、更加活躍、
實現新的發展。
李克強說，要推進改革開放，通

過更大激發市場主體活力頂住困難
壓力。持續推進「放管服」改革，
優化營商環境，維護公平競爭，對

各類市場主體一視同仁，讓他們各顯身
手、盡顯身手，帶動更多就業和居民增
收，促進消費擴大；在保持政府投入力
度、推動重點建設的同時，要用改革的辦
法調動社會投資積極性，發揮好國內巨大
市場優勢、釋放內需潛力。要進一步擴大
對外開放，完善進出口支持政策，保持人
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支
持發展跨境電商、海外倉等外貿新業態。
抓住RCEP生效實施的契機，深化和擴大
國際合作。發揮自貿試驗區等開放平台作
用，更大力度吸引外資。真抓實幹、開拓
創新，推動中國經濟在改革中發展、在開
放中前行。

續推「帶路」高質量發展
實現高標準可持續惠民生

習
近
平
：

制度：要落實風險防控制度，壓緊壓實企業主體責任和主管
部門管理責任。

預警：要探索建立境外項目風險的全天候預警評估綜合服務
平台，及時預警、定期評估。

協作：要加強海外利益保護、國際反恐、安全保障等機制的
協同協作。

防疫：要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全力
保障境外人員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突出防控措施的
精準性，着力保障用工需求、人員倒班回國、物資供
應、資金支持等。

守法：要教育引導我國在海外企業和公民自覺遵守當地法
律，尊重當地風俗習慣。

反腐：要加快形成系統完備的反腐敗涉外法律法規體系，加
大跨境腐敗治理力度。

規範經營：各類企業要規範經營行為，決不允許損害國家聲譽。

追責：對違紀違法問題，發現一宗就嚴肅處理一宗。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

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

委主席習近平19日在北京出席第三

次「一帶一路」建設座談會並發表

重要講話強調，完整、準確、全面

貫徹新發展理念，以高標準、可持

續、惠民生為目標，鞏固互聯互通

合作基礎，拓展國際合作新空間，

紮牢風險防控網絡，努力實現更高

合作水平、更高投入效益、更高供

給質量、更高發展韌性，推動共建

「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不斷取得

新成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莊程敏）國務院近日出台
《關於開展營商環境創新試點工作的意見》（簡稱《意
見》），決定在北京、上海、重慶、杭州、廣州、深圳六個
城市開展營商環境創新試點，實施十方面百餘項改革舉措，
旨在着力破除阻礙市場投資興業的體制機制障礙，穩定市場
預期，促進經濟平穩運行。有港商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
時指出，對比過住，近年內地的營商環境已有很大改善，港
商更期望有公平的競爭環境。

百餘項改革舉措推試點工作
國務院辦公廳政府職能轉變辦公室主任、國務院審改辦協

調局局長盧向東19日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表示，此次
《意見》提出的改革試點舉措主要包括，進一步破除區域分
割和地方保護等不合理限制；健全更加開放透明、規範高效
的市場主體准入和退出機制；持續提升投資和建設便利度，
支持市場主體創新發展；進一步提升跨境貿易便利化水平；
優化外商投資和國際人才服務管理；加強和改進反壟斷和反
不正當競爭執法；進一步加強和創新監管，健全事前事中事
後全鏈條全流程監管機制；依法保護各類市場主體產權和合
法權益；進一步優化涉企服務等。
國家發改委法規司司長楊潔則提出，營商環境創新試點，

一是着力深化投資審批制度改革，下一步鼓勵和支持試點城
市推進社會投資項目「用地清單制」改革；二是着力深化招
投標領域改革創新，鼓勵和支持全流程電子化改革，建立健
全招標計劃提前發布制度。針對企業反映較多的破產重整期
間信用修復缺乏制度性安排，建立破產信息共享機制。
天旭科技投資集團聯合創辦人暨行政總裁、數碼港董事楊

全盛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作為創科界，對內地會
推出新的便利營商措施，當然很歡迎，相信會增強企業的信
心。楊全盛指出，其實近年內地在營商環境方面已改善不
少，「以我自己為例，在4至5年前在內地開公司，需要跑好
多個城市，但2018年在廣州開公司，在一個市政中心的幾個窗
口，便可以一次過做齊開公司的步驟，方便很多。」他說，希
望未來能進一步促進兩地融合，共同拓展內循環及外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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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
理、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

領導小組組長韓正主持座談會。
座談會上，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何立
峰、外交部部長王毅、新疆維吾爾自治
區黨委書記陳全國、江蘇省委書記吳政
隆、中國遠洋海運集團有限公司董事
長萬敏、正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南存輝、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
經濟師陳文玲先後發言，結合實際介
紹工作情況，提出意見和建議。
在聽取大家發言後，習近平發表了
重要講話。他強調，8年來，在黨中央
堅強領導下，我們統籌謀劃推動高質
量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和共建「一
帶一路」，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
把基礎設施「硬聯通」作為重要方
向，把規則標準「軟聯通」作為重要
支撐，把同共建國家人民「心聯通」
作為重要基礎，推動共建「一帶一
路」高質量發展，取得實打實、沉甸
甸的成就。通過共建「一帶一路」，
提高了國內各區域開放水平，拓展了
對外開放領域，推動了制度型開放，
構建了廣泛的朋友圈，探索了促進共
同發展的新路子，實現了同共建國家
互利共贏。

「帶路」仍面臨重要機遇
習近平指出，要正確認識和把握共
建「一帶一路」面臨的新形勢。總體
上看，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改
變，經濟全球化大方向沒有變，國際

格局發展戰略態勢對我有利，共建
「一帶一路」仍面臨重要機遇。同
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加速演
變，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
的激烈競爭前所未有，氣候變化、疫
情防控等全球性問題對人類社會帶來
的影響前所未有，共建「一帶一路」
國際環境日趨複雜。我們要保持戰略
定力，抓住戰略機遇，統籌發展和安
全、統籌國內和國際、統籌合作和鬥
爭、統籌存量和增量、統籌整體和重
點，積極應對挑戰，趨利避害，奮勇
前進。

擴大同周邊國貿易規模
習近平強調，要夯實發展根基。要

深化政治互信，發揮政策溝通的引領
和催化作用，探索建立更多合作對接
機制，推動把政治共識轉化為具體行
動、把理念認同轉化為務實成果。要
深化互聯互通，完善陸、海、天、網
「四位一體」互聯互通布局，深化傳
統基礎設施項目合作，推進新型基礎
設施項目合作，提升規則標準等「軟
聯通」水平，為促進全球互聯互通做
增量。要深化貿易暢通，擴大同周邊
國家貿易規模，鼓勵進口更多優質商
品，提高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
平，促進貿易均衡共贏發展。要繼續
擴大三方或多方市場合作，開展國際
產能合作。要深化資金融通，吸引多
邊開發機構、發達國家金融機構參
與，健全多元化投融資體系。要深化
人文交流，形成多元互動的人文交流
大格局。

開展綠色等新領域合作
習近平指出，要穩步拓展合作新領

域。要穩妥開展健康、綠色、數字、
創新等新領域合作，培育合作新增長
點。要加強抗疫國際合作，繼續向共
建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要支持
發展中國家能源綠色低碳發展，推進
綠色低碳發展信息共享和能力建設，
深化生態環境和氣候治理合作。要深
化數字領域合作，發展「絲路電
商」，構建數字合作格局。要實施好
科技創新行動計劃，加強知識產權保
護國際合作，打造開放、公平、公
正、非歧視的科技發展環境。
習近平強調，要更好服務構建新發

展格局。要統籌考慮和謀劃構建新發
展格局和共建「一帶一路」，聚焦新
發力點，塑造新結合點。要加快完善

各具特色、互為補充、暢通安全的陸
上通道，優化海上布局，為暢通國內
國際雙循環提供有力支撐。要加強產
業鏈供應鏈暢通銜接，推動來源多元
化。要優質打造標誌性工程。民生工
程是快速提升共建國家民眾獲得感的
重要途徑，要加強統籌謀劃，形成更
多接地氣、聚人心的合作成果。
習近平強調，要強化統籌協調。要堅

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領導小組要抓好
重大規劃、重大政策、重大項目、重大
問題和年度重點工作等協調把關。有關
部門要把共建「一帶一路」工作納入重
要議事日程，統籌落實好境外項目建設
和風險防控責任。地方要找準參與共建
「一帶一路」定位。要營造良好輿論氛
圍，深入闡釋共建「一帶一路」的理
念、原則、方式等，共同講好共建「一
帶一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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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秋，習近平西行哈薩克斯坦、南下印尼，先
後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大
倡議。截至2021年11月，中國已與140個國家、32個國
際組織簽署20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與日
本、意大利等14國簽署第三方市場合作文件；有關合作
理念和主張寫入聯合國、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
上海合作組織等重要國際機制的成果文件。「一帶

一路」的國際影響力、合作吸引力不斷釋放，
「朋友圈」越來越大，合作質量越來越

高，發展前景越來越好。
●新華社

「一帶一路」倡議八年
簽「共建文件」逾20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