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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總理
李強3月1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
過《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行
動方案》，研究加快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建
設、持續深入推進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等
工作，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技術推廣
法〉等3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會議指出，推動新一輪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
費品以舊換新，是黨中央着眼於中國高質量發
展大局作出的重大決策。要按照黨中央部署要
求，堅持市場為主、政府引導，堅持鼓勵先

進、淘汰落後，堅持標準引領、有序提升，抓
緊完善方案，精心組織實施，推動先進產能比
重持續提升，高質量耐用消費品更多進入居民
生活，讓這項工作更多惠及廣大企業和消費
者。要結合各類設備和消費品更新換代差異化
需求，加大財稅、金融等政策支持，更好發揮
能耗、排放、技術等標準的牽引作用，有序推
進重點行業設備、建築和市政基礎設施領域設
備、交通運輸設備和老舊農業機械、教育醫療
設備等更新改造，積極開展汽車、家電等消費
品以舊換新，形成更新換代規模效應。要落實

全面節約戰略，抓緊建立健全回收利用體系，
促進廢舊裝備再製造，提升資源循環利用水
平。
會議指出，構建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是建設

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要支撐，是推動高質
量發展的內在要求。要適應建設社會主義現代
化強國的需要，加強統籌謀劃，協同有序推
進，着力完善空間布局、優化供給結構、提升
綜合功能、推進系統集成，加快構建先進適
用、系統完備、集約高效、安全綠色的現代化
基礎設施體系。

會議強調，要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長
三角一體化發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緊扣一體化
和高質量兩個關鍵詞，強化政策支持和改革賦
權，進一步提升長三角區域創新能力、產業競
爭力、發展能級，更好發揮先行探路、引領示
範、輻射帶動作用。
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農
業技術推廣法〉等 3 部法律的修正案（草
案）》，決定將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
議。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行動方案》

上月內地製造業PMI49.1%
服務業加速擴張 專家：經濟總體呈回升跡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受春節假期影響，製造業處於傳統生產淡季，疊加

企業員工返鄉增多，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2月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錄得49.1%，

較1月小幅回落0.1個百分點，節日出行和消費則推高當月服務業PMI至近半年高點。專家

表示，目前經濟總體保持擴張，顯示回升跡象，但需求不足等問題仍然突出，促消費擴需求

等政策有待進一步夯實。

「2月製造業PMI指數小幅回落，主要是春節
因素影響；剔除季節性因素，PMI指數

大體平穩，預示經濟繼續保持平穩恢復態勢。出廠價
格和未來生產經營活動預期指數提高，反映企業生產
準備活動趨向活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
研究員張立群認為，綜合看，經濟顯現回升跡象。

春節生產淡季 製造業供給轉為收縮
製造業PMI分項數據顯示，由於處於生產淡季，
2月製造業供給由擴張（高於50%）轉為收縮（低
於 50%），當月生產指數回落 1.5 個百分點至
49.8%，需求則維持收縮，新訂單指數持平於1月
的49%；反映外需的新出口訂單指數下降0.9個百
分點，至46.3%。在外需下降的情況下，市場需求
整體保持相對平穩，顯示國內需求繼續趨穩回升。
製造業就業也持續承壓，從業人員指數連續在收縮
區間回落至一年多來新低。
不過，在原材料購進價格指數回落的背景下，2
月出廠價格指數上升了1.1個百分點至48.1%，為近
三個月來最高，生產經營活動預期指數上升0.2個
百分點至54.2%，反映市場信心有所增強。

非製造業擴張對沖製造業景氣回落
此外，統計局數據顯示，2月非製造業商務活動

指數上升0.7個百分點至51.4%，為2023年10月以
來最高，其中與節日出行和消費密切相關的行業生
產經營活躍，服務業商務活動指數上升0.9個百分

點至51%，為2023年8月以來最高。非製造業擴張
加速對沖了製造業景氣回落，2月綜合PMI產出指
數持平於50.9%。
同一日公布的2月財新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則小幅上升至50.9%，較1月微升0.1個百分
點，連續四個月位於擴張區間，表明經濟持續修復，
各項穩增長政策顯效，製造業景氣度持續提升。

穩增長工具有望對經濟增長形成支撐
浙商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超認為，PMI季節性回

落，主要受春節假期影響，2月企業有效開工天數
較少；不過，服務業景氣度改善幅度較大，春節期
間居民出行強度較高，走親訪友、旅遊出行、文化
娛樂等消費場景活躍，居民消費潛力得到了充分釋
放。「隨着節後開工率回升，1萬億元增發國債、
支持三大工程的新增抵押補充貸款等穩增長工具有
望陸續形成實物工作量，對於一季度經濟增長形成

一定支撐。」
2024年春節前後，穩增長政策持續加碼。貨幣政

策積極發力，央行超預期降準、降息。財政政策方
面，2023年四季度增發的1萬億元國債，已全部分
配完畢，提前下達的2024年部分地方新增專項債券
限額和用於地方化債的特殊再融資債券均已發行。
房地產方面，需求端，廣州、蘇州、上海、北京、
深圳等熱點城市繼續放鬆限購政策；供給端，房地
產融資協調機制也加速落地。此外，中央還傳遞出
明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信號，市場期待，即將召開
的全國兩會披露更多穩增長政策細節和改革舉措。

製造業後期回升具備基礎

中國物流信心中心研究員文韜則指出，製造業整
體運行穩定，製造業PMI回落預計為短期現象。3
月製造業生產或較快回升，疊加需求、價格和預期
等方面的變化，製造業後期回升具備基礎。
不過，文韜強調，製造業市場需求不足依然較為
突出。企業調查顯示，反映市場需求不足的製造業
企業比重超過61%，表明製造業企業對市場需求不
足的感受仍比較強烈，促消費擴需求政策有待進一
步夯實。

◆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2月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錄得49.1%，較1月小幅回落0.1個百分點。圖
為2月29日，江蘇南京一工程裝備製造企業，工人在生產線上忙碌工作。 中新社

����

����

����

����

����

����	/3�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1� �!R<����1*����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3
月1日從公安部獲悉，今年以來，公安部
繼續加強與緬甸執法部門的國際警務執
法合作，並派出工作組配合緬甸警方開
展聯合行動，成功在緬甸大其力地區抓
獲497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嫌疑人。2月
21日，緬甸警方將上述犯罪嫌疑人全部
移交中方。這是中緬警方開展警務執法
合作取得的又一重大戰果。
針對當前緬北涉中電信網絡詐騙犯罪
嚴峻形勢，2023年以來，公安部與緬甸
執法部門不斷加強國際警務合作，部署
指揮雲南公安機關與緬甸相關地方執法
部門持續深化邊境警務執法合作，持續
通報詐騙窩點和人員線索，並在中駐緬
甸大使館的大力支持下，聯合緬甸警方
開展了一系列打擊行動，取得豐碩成
果。截至目前，已有4.6萬名涉中電信網
絡詐騙犯罪嫌疑人被移交中方，一大批
詐騙窩點被成功剷除。
今年春節期間，在掌握相關犯罪事實
和證據的基礎上，公安部派出工作組配
合緬甸警方在大其力地區成功抓獲497名
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嫌疑人（含在逃人員
46名），並繳獲一大批作案工具，進一
步擴大了打擊戰果。目前，公安部已部
署湖北、四川等地公安機關將犯罪嫌疑
人從雲南有序押回，全力開展案件偵辦
工作。
公安部有關負責人表示，這是今年緬

甸警方向中方移交的首批電信網絡詐騙
犯罪嫌疑人，公安機關將繼續深化與相
關國家和地區的警務執法合作，持續有
力開展聯合打擊行動，堅決遏制跨境電
信網絡詐騙犯罪高發態勢，切實維護人
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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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教育
部3月1日舉行發布會稱，2023年，內地高等教育
毛入學率60.2%，比上年提高0.6個百分點。全國
共招收研究生130.17萬人，比上年增長4.76%。教
育部發展規劃司司長郭鵬表示，高等教育毛入學
率突破60%是服務人口高質量發展的顯著成效，
要穩步擴大研究生人才培養規模，同時持續加強
關鍵領域戰略科技人才儲備。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副司長高東鋒表示，將持續推進新工科、新醫
科、新農科、新文科建設，深化產教融合、科教
融匯，加快構建「人工智能+教育」新生態，着力
提高拔尖創新人才自主培養質量，為解決「卡脖

子」「卡腦子」「卡嗓子」的問題提供人才保
障。

加強工程技術領域領軍人才培養
郭鵬表示，要穩步擴大研究生人才培養規模。

他指出，近年來，研究生特別是博士生規模和佔
比不斷提高，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
的高水平人才支撐。此外，教育部門在工作中不
斷優化高層次人才培養結構。從學位類型看，堅
持推進學術創新型人才和實踐創新型人才分類發
展，增加專業學位研究生招生規模，加強工程技
術領域高層次應用型領軍人才培養。2023年，專

業學位研究生招生比例已接近60%。從學科結構
看，面向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對人才培養
提出的新要求，引導高校優化學科結構，加大
STEM人才培養力度，加快培養科技創新人才。
高東鋒提到，2023年，聚焦人工智能、集成電
路、量子科學、生命健康、能源等戰略性新興領
域和人才急需，全面推進特色學院建設，布局建
設了12個未來技術學院、50個現代產業學院、33
個特色化示範性軟件學院、28個示範性微電子學
院、18個高水平公共衞生學院等，引領帶動高校
教學組織模式變革創新，有針對性、有組織地開
展人才培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最高
人民檢察院3月1日在京通報2023年未成年人檢察
工作情況。據了解，2020年至2023年，檢察機關
共起訴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24.3 萬人，年均上升
5.4%。「近年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總體呈上升
態勢。」最高檢副檢察長宮鳴表示，將從嚴打擊
成年人脅迫、引誘、教唆未成年人從事違法犯罪
活動。此外，近年來利用網絡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手段複雜多樣，空間監管整治形勢依然嚴峻複
雜，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工作任重道遠。
宮鳴介紹，針對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多發問
題，最高檢會同最高法院出台《關於辦理強姦、
猥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
釋》，明確規定依法嚴懲利用網絡「隔空猥褻」
未成年人犯罪，即對脅迫或誘騙未成年人通過網

絡視頻聊天，或發送視頻、照片等方式，暴露身
體隱私部位或實施淫穢行為的，依照猥褻犯罪定
罪量刑。他表示，檢察機關會同公安機關、人民
法院依法嚴厲懲治暴力傷害、強姦、猥褻、拐賣
等嚴重犯罪，從嚴打擊成年人脅迫、引誘、教唆
未成年人從事違法犯罪活動。

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趨勢
另據最高檢第九檢察廳（未成年人檢察廳）廳

長線傑介紹，檢察辦案發現，近年來利用網絡侵
害未成年人犯罪手段複雜多樣，方式不斷翻新。
一些未成年人通過網絡接觸暴力、低俗等不良信
息，形成不健康的價值觀，甚至因沉迷網絡而走
向違法犯罪道路。線傑指出，有的網絡企業片面
追求經濟利益而忽視互聯網社會責任，給行業發

展和信息安全帶來一定隱患，這些現象反映出網
絡空間監管整治形勢依然嚴峻複雜，未成年人網
絡保護工作任重道遠。
香港文匯報記者還了解到，2023年內地檢察機
關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人犯罪9.7萬人，其中不滿
16周歲未成年人犯罪約一萬人，盜竊、強姦、搶
劫、聚眾鬥毆、尋釁滋事等五類犯罪佔比近七
成。總體而言，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趨
勢。

推動建立罪錯未成年分級干預機制
同時，檢察機關推動建立罪錯未成年人分級干

預機制。宮鳴介紹，最高檢正在研究制定《關於
加強未成年人罪錯行為分級干預矯治的意見》，
今年擬聯合有關職能部門共同出台。

去年內地招研究生130.17萬人 增4.76%

最高檢：嚴打脅迫引誘教唆未成年人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