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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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員會主任習近平11月7日下午主持
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審
議通過了《關於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的意
見》、《關於進一步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
度的意見》、《關於健全自然壟斷環節監管體
制機制的實施意見》、《關於加強專家參與公
共決策行為監督管理的指導意見》、《關於加
強生態環境分區管控的指導意見》。

錨定2035年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
習近平在主持會議時強調，建設美麗中國
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目
標，要錨定2035年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
持續深入推進污染防治攻堅，加快發展方式
綠色轉型，提升生態系統多樣性、穩定性、
持續性，守牢安全底線，健全保障體系，推
動實現生態環境根本好轉。國有資本經營預
算是國家預算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完善
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擴大實施範圍，強
化功能作用，健全收支管理，提升資金效
能。要健全自然壟斷環節監管體制機制，強
化制度設計，完善監管體系，提升監管能

力，增強國有經濟對自然壟斷環節控制力，
更好滿足構建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的需要，
更好保障國家安全。要立足更好服務和支撐
公共決策，加強專家參與公共決策行為監督管
理，完善體制機制，規範流程標準，強化全過
程管理，營造人盡其才、富有活力、風清氣正
的專家參與公共決策環境。生態環境分區管控
在生態環境源頭預防體系中具有基礎性作用，
要加強頂層設計、完善制度體系，以保障生態
功能和改善環境質量為目標，推動實現生態
環境分區域差異化精準管控。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員會副主任李強、王滬寧、蔡奇出席會議。

推動國有資本向關係國安等領域集中
會議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生態文明

建設從理論到實踐都發生了歷史性、轉折性、
全局性變化，要根據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新
需求、人民群眾對生態環境改善的新期待，加
大對突出生態環境問題集中解決力度，着力抓
好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發揮好先行探索示範帶
動作用，開展全民行動，推動局部和全局相協
調、治標和治本相貫通、當前和長遠相結合。
要加強組織領導，結合地方實際分類施策、分

區治理，精細化建設，通過一項項具體行動推
動美麗中國目標一步步變為現實。
會議強調，預算工作體現黨和國家意志，要

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
體制優勢，聚焦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
調整，推動國有資本向關係國家安全、國民經
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向關係國
計民生的公共服務、應急能力、公益性領域等
集中，向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更好服
務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要始終
堅持「過緊日子」的思想，加強財政資源科學
統籌和合理分配，合理確定預算收支規模，統
籌保障和改善民生，杜絕奢靡浪費等現象。要
堅持預算法定，強化預算約束，推動預算績效
管理，發揮人大監督作用。
會議指出，電力、油氣、鐵路等行業的網絡

環節具有自然壟斷屬性，是我國國有經濟布局
的重點領域。要健全監管制度體系，加強監管
能力建設，重點加強對自然壟斷環節落實國家
重大戰略和規劃任務、履行國家安全責任、履
行社會責任、經營範圍和經營行為等方面的監
管，推動處於自然壟斷環節的企業聚焦主責主
業，增加國有資本在網絡型基礎設施上投入，
提升骨幹網絡安全可靠性。要對自然壟斷環節

開展壟斷性業務和競爭性業務的範圍進行監
管，防止利用壟斷優勢向上下游競爭性環節延
伸。

完善專家參與公共決策的保障和措施
會議強調，專家是推進改革發展的重要智力
資源，要加強對專家隊伍的政治引領，完善專
家參與公共決策的政策保障和激勵措施，充分
調動專家積極性和主動性。要建立健全從專家
遴選到考核監督的全過程、全鏈條管理制度體
系，分領域、分類別完善專家參與公共決策的
制度規範，明確專家參與公共決策的職責定
位、權利義務和相應責任等，激勵這些專家積
極為黨和政府科學決策建言獻策。
會議指出，加強生態環境分區管控，要落實
主體功能區戰略，銜接國土空間規劃和用途管
制，聚焦區域性、流域性突出生態環境問題，
完善生態環境分區管控方案，建立從問題識別
到解決方案的分區分類管控策略。要落實地方
各級黨委和政府主體責任，利用生態環境分區
管控成果，服務國家和地方重大發展戰略實
施，科學指導各類開發保護建設活動。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委員出席會議，中
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列席會議。

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前十月內地進出口實現正增長
海關總署：10月進口增6.4% 出口降3.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海關總署7日最新發布外貿數據顯示，

10月，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在連續4個月同比下降後轉為增長0.9%。今年

前10個月，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達到34.32萬億元（人民幣，下同），累計增速

由前三季度同比微降0.2%轉為增長0.03%，年內外貿進出口實現正增長。專家

預計，明年外貿出口仍面臨挑戰，但有望繼續保持韌性和競爭優勢。

習近平：健全自然壟斷環節監管體制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應國務院總理
李強邀請，澳大利亞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於11
月4日至7日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7日，《中澳總
理年度會晤聯合成果聲明》（以下簡稱「聯合成果
聲明」）公布。
聯合成果聲明指出，兩國領導人再次確認支持中
澳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重申穩定、建設性雙邊關係

的重要性。雙方重申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和澳大利亞政府關於中、澳兩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聯
合公報》的重要性，重申在聯合公報中各自國家政
策和立場，包括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穩定發展以
及澳方一個中國政策承諾。雙方一致認為，只要妥
善處理分歧，兩國就能發展雙邊關係，維護各自國
家利益。

聯合成果聲明稱，雙方肯定開展政治對話的重要
性，對兩國政治關係持續穩定和發展表示歡迎，一致
認為2022年以來兩國領導人和部長之間的一系列會
晤以及外交、經濟領域恢復重要對話符合兩國利益。
聯合成果聲明表示，雙方歡迎人文交流對雙邊關
係作出的貢獻，包括出入境政策調整後兩國學生、
遊客及企業家等人員往來增加。雙方歡迎恢復中澳

高級別對話。
根據聯合成果聲明，兩國領導人同意繼續和拓展
包括政治對話、雙邊貿易、氣候變化等在內五個領
域的接觸。其中在政治對話領域，雙方同意包括恢
復中澳總理年度會晤、中澳外交與戰略對話、中澳
戰略經濟對話、中澳部長級經濟聯委會及其他政府
間對話機制。

開放旅遊商務三至五年多次入境簽證
在便利人員往來領域，雙方同意在互惠基礎上向
旅遊、商務人員開放三至五年多次入境簽證。

中澳總理確認恢復雙方高級別對話

10月進出口月度和累計增速雙雙實現轉正。海關總署統計分析司司長呂大良
表示，外貿領域的積極因素累積增多，帶動
當月進出口同比增長。根據中國海關貿易景
氣統計調查，對未來進口、出口表示樂觀的
企業佔比提升，外貿向好發展態勢進一步顯
現。

出口多數月份出現下降
具體數據顯示，10月，雖然以人民幣計的
出口同比降幅較 9月擴大 2.5 個百分點至
3.1%，但進口同比增長6.4%，5個月來首次
由負轉正，在進口轉正的帶動下當月進出口
增速轉正，貿易順差亦大幅收窄213億美元
至565億美元，為今年3月來最低。
今年以來出口月度同比多數月份出現下
降，在7月出口增速觸底後，8月、9月出口
同比降幅逐月收窄，但10月再度擴大。廣發
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郭磊分析，10月出口降幅
擴大，一方面可能是因為8月、9月環比連
續改善帶來一定透支，另一方面，10月美
國、歐洲、日本等主要經濟體景氣度均有回
落。10月中國對美國、東盟出口有所改善，
降幅收窄，對歐盟、日本、韓國等國出口明
顯放緩。
進口則好於預期。郭磊稱，此前進口增速
已連續7個月負增長。進口是內需的映射，
10月進口數據初步好轉是一個積極信號。中
國經濟持續復甦，企穩向好，內需對經濟增
長的拉動作用增強，帶動進口增長。

中美貿易總值下降7.6%
從主要貿易夥伴看，前10個月，東盟仍是
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與東盟貿易總值為
5.23 萬億元，增長 0.9%，佔外貿總值的
15.2%。歐盟為第二大貿易夥伴，中國與歐

盟貿易總值為4.59萬億元，下降1.6%，佔
13.4%。美國為第三大貿易夥伴，中國與美
國貿易總值為3.86萬億元，下降7.6%，佔
11.2%。同期，中國對共建「一帶一路」國
家合計進出口15.96萬億元，增長3.2%。

中國出口的韌性仍在
展望中國外貿前景，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
合作研究院學位委員會委員白明認為，受全
球經濟形勢的影響，明年中國外貿出口可能
仍然面臨一定的挑戰，儘管「一帶一路」共
建國家的需求可能繼續對出口提供支撐，但
歐美市場不景氣，韓國等周邊國家競爭激
烈，都對中國外貿造成影響。
不過，白明強調，中國外貿具有韌性並不

斷產生競爭優勢，「新三樣」（電動載人汽
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出口仍有進一步
增長的潛力，「未來還能有『新四樣』『新
五樣』，不斷豐富產業類型，完善產業鏈，
在國際競爭中形成更多的新優勢」。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長管清友則指出，由於

海外經濟不景氣及地緣政治的影響，當前外
貿整體仍在築底。不過儘管今年以來出口在
下滑，但中國的出口總額佔全球主要國家的
貿易份額逆勢攀升，說明在全球需求下行的
背景下，中國出口的韌性仍在。另外，中國
的主要貿易夥伴近年發生了較大變化和轉
移，逐步從歐美轉向東盟、拉美。
「以新興經濟體為首的新貿易夥伴關係，
將給外貿帶來新局面」。管清友指出，在歐
美需求下滑的背景下，新興經濟體對中國外
貿出口構成支撐；但不容忽視的是，新興經
濟體在全球經濟下行時往往首當其衝受衝
擊，進而會影響中國外需的穩定性，新興經
濟體還會對中國出口形成部分替代，從中長
期看，保持外貿穩定增長仍是重大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海關數據顯
示，今年前10個月中國出口同比增長0.4%，汽車產業
鏈出口表現亮眼，已成為中國的優勢出口商品。
海關發布數據顯示，前10個月，汽車（及底盤）出口
共計424萬輛，同比增長62.4%，汽車出口達到5,824億
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88.5%，是今年中國出
口增長的主要拉動力。

新能源車出口暴增
中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秘書長崔東樹對此表示，

汽車出口大幅增長的重要原因是新能源車出口暴增，而
且出口數量和均價均強勢增長，並且對發達國家的出口
增長很好。預計今年全年汽車出口有望超過500萬輛。
當前歐洲對新能源車的需求比較大，也是中國出口的良
好機會。近期商務部表示，未來將陸續出台新能源汽車

貿易合作等專項政策，產業政策和出口扶持政策協同發
力，汽車出口有望維持高增長。

10月船舶出口改善明顯
除汽車的持續高增以外，10月船舶出口也改善明顯，

同比增長34.2%，高於9月22個百分點，對出口形成拉
動。消費電子中，液晶平板顯示模組依舊有較好表現，
拉動消費電子出口復甦，手機出口同比增速也開始轉
正，10 月手機出口額增速由降轉升，大幅加速至
21.81%，加快了近29個百分點，也成為當月外貿一大
亮點，背後反映出全球製造業的復甦態勢。不過，集成
電路、自動數據處理設備、音視頻設備等則出口表現不
佳，降幅明顯擴大。此外，傢具玩具、紡服、鞋帽箱包
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同比增速略有下滑，但對整體出
口影響不大。

汽車是出口增長主要拉動力

◆10月，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在連續4個月同比下降後轉為增長0.9%。圖為2023年7月11日，在江蘇省太倉
港國際集裝箱碼頭，一批新能源汽車即將通過專用框架運輸方式出口。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