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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推新輪中小企支持政策
聚焦數字經濟關鍵環節 實施製造業新型技改城市試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今年一季度中國經濟開局良好，培育經濟

增長新動能將是當下中央政策的重要着力點。財政部副部長王東偉22日透露，財

政部將會同工信部等部門一道，實施新一輪的「專精特新」中小企業財政支持政

策，培育更多產業鏈關鍵環節的「配套專家」。 中央財政要聚焦數字經濟關鍵環

節給予支持，增撥財政資金擴大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城市試點，支持對一批繁忙的

國家高速公路、普通國道和高等級航道開展數字化改造等。此外，下階段財政部計

劃增加教育、社保、環保投入，積極支持改善和增進民生福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
報道）4月23日是世界讀書日。22日，
2024年世界少年兒童發展論壇上，少
年兒童科普閱讀論壇在廣州舉行，來自
內地、香港以及國外的專家圍繞青少年
科普閱讀展開探討，建言獻策。
中國香港聯合電子出版有限公司總工
程師岑明聰表示，目前已經有很多AI
大模型推出，未來將改變閱讀和學習模
式。比如，隨身攜帶便攜智能設備，即
可通過問答的形式，得到各類科學知
識，且可以以文字、視頻、圖像等多種
形式呈現。另外一種創新模式是元宇宙
閱讀空間，開展體驗式閱讀，比如模擬
太空、極地、海洋環境，通過體驗可以
切身感知各種知識。從去年開始，聯合
電子在香港中小學校舉辦體驗展，通過
AR/VR/MR/XR等方式，體驗科學知
識和中華文化，收到很好效果。未來，
希望在內地拓展這種巡迴展，並推向全
世界。
來自新加坡的資深出版專家萬恩然表
示，新加坡的學校和家庭都十分重視科
學教育，讀者對科普出版物的要求也日
益提高。為此，業界達成一致意見，把
非虛構故事和科普結合起來，調動孩子
們的興趣。同時，新加坡也重視圖像在
科普閱讀中的應用，實體書籍和數字圖
書的邊界已經越來越模糊。
馬來西亞合力出版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李乃康談到科普實踐時表示，漫畫和遊
戲在科普閱讀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廣
受孩子們喜歡。比如，把科學知識融入
到遊戲闖關當中，孩子們很容易接受。

巨幅「東北大花布」從黑龍江哈

爾濱老道外中華巴洛克建築群中的

門洞裏釋放着張揚活力，吸引着來

往 遊 客 進 院 一 探 究

竟。伴着濃郁的咖啡香，登上吱

呀作響的木結構「二階樓」，

在工業與古典的裝飾中，淡淡

的書香飄出靜謐的角落，讀者

們在此享受着午後寧靜的閱讀

時光。「書是城市文化的載體，

書店也應該有一個健康良性的商業

模型。我覺得這是我們這一代書店人要攻克的難

題，也是我們的使命。」中華巴洛克創意設計中

心松光里主理人于冰表示，希望用創新的「書

店+」模式，並結合線上線下書店新模式，給讀

者帶來更新書籍交互的閱讀新體驗。

「創意文化空間在南方已如火如荼，但在哈爾

濱才剛剛起步，在北京、上海、廣州這些地方，

我這樣的人多我一個不多，少我一個不少，但在

自己的城市，我一定會做點事業出來。」于冰

說。

辭「鐵飯碗」創業 初心不改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哈爾濱人，「80後」的于

冰一直在圖書行業打拚。從哈爾濱曾經紅極一時

的果戈里書店總經理職位離職後，于冰多次在家

鄉創業打造屬於自己的書店，雖然屢因失敗而告

終，但她內心作為書店人的追求從未改變。

「書店是一個城市的精神燈塔。」在于冰看

來，現有市場環境和人們的消費觀念下，實體書

店的空間會顯得「邊緣化」，因此「書店+文

創」是于冰一直追求實現的商業模型。

「現在我們書店的名字就叫『松光里』，沒有

任何業態在後面做點綴。在保留書店原有文化屬

性的基礎上，想辦法做創新，所以我們將書店、

策展、文創、咖啡、簡餐、兒童娛樂等一系列與

文化相關的周邊內容融合為一體，成為一個文創

空間。」于冰說。

特設專區走進「東北往事」
「我們基於哈爾濱的歷史和文化，在書店閱讀

區專門開設了東北讀物主題區，向來到這裏的遊

客和讀者去推薦我們東北的文化。」于冰指向這

些書籍，裏面有東北比較著名作家的書籍，包括

東北遊記、東北老工業基地介紹等。

「這片區域的書籍，常常給讀者帶來意料之

外的驚喜和震撼，這個專區也是我們書店的風

格特色，這裏將帶領讀者透過文字，看見不同

時代的東北。」于冰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東北作家的文字就像鐵裏有血，然後融化在

雪裏。」

「團隊除我以外，沒有一個是幹書店的，團隊

裏有導演、珠寶店長、服裝設計師、影院銷售

等。我們想要用新型的營銷理念，把傳統的書店

模型既能打破又能打通，用策展型商業方式呈現

出來。」于冰和她的團隊向設計師群體拋出橄欖

枝，讓設計師設計的文創產品可以在松光里免費

展出，將售賣的貨品進行分成。

于冰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很多獨立設計師

希望他們的產品有地方售賣，但他們的產品進不

了商場，我們恰恰給他們提供了這樣的消費空

間。同時中華巴洛克街區融合了中西建築藝術風

格，在這樣一片有着獨特情調的區域能夠吸引更

多年輕人，他們的作品有了更好的呈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吳千哈爾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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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財政部22
日發布數據稱，今年一季度，財政收支運行平穩，
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60,877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下降2.3%，扣除上年同期緩稅減稅的特
殊因素後，按可比口徑增長2.2%左右，延續恢復性
增長態勢；同期全國稅收收入是49,172億元，同比
下降4.9%，扣除上述特殊因素影響後稅收保持平穩
增長。

製造業稅收同比下降
財政部副部長王東偉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一季度

文旅消費、先進製造業等行業稅收較快增長，其中，與
居民消費關聯性較高的住宿和餐飲業稅收增長44.7%，
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稅收收入增長26.7%，交通運輸、
倉儲和郵政業稅收收入增長6.8%，零售業稅收收入增

長5.7%，反映出居民消費活力正在不斷釋放。
製造業方面，王東偉指出，一季度製造業稅收收
入同比下降，扣除去年同期製造業中小微企業緩稅
入庫抬高基數等不可比因素影響後，實現平穩增
長。「儘管受不可比因素影響，但製造業部分細分
行業稅收仍呈增長態勢，表現良好。如鐵路運輸設
備製造業稅收收入增長9.5%，計算機製造業稅收收
入增長6.8%。」
此外，一季度稅收收入情況顯示，企業所得稅收
入達到11,780億元，同比增長1%，反映出國內企業
經濟活動的復甦；個人所得稅收入為4,240億元，同
比下降4.5%，可能與個稅起徵點提高、疫情影響居
民收入等有關；土地和房地產相關稅收中，契稅收
入同比下降6.4%，城鎮土地使用稅收入同比增長
12.3%。

今年一季度，財政政策靠前發力為當季經
濟實現超預期回升提供了政策支持。王

東偉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一季度財政收支
情況發布會上指出，一季度，各級財政部門
在嚴格落實過緊日子要求、嚴控一般性支出
的同時，繼續加大對重點領域支出的保障力
度，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規模近七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2.9%，在去年
同期疫情防控轉段後集中結算相關費用、抬
高支出基數的情況下實現這一增長實屬不
易，體現了積極的財政政策靠前發力、提質
增效。

30億元支持首批20城「智改數轉網聯」
對於下一階段，王東偉表示，中央財政高
度重視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大力予以支
持。圍繞大力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加
快發展新質生產力，中央財政安排製造業領
域專項資金，支持加快推進關鍵技術、關鍵
產業「補短板」「鍛長板」，促進新一代信
息技術、高端裝備、新材料等產業跨越式發
展。
近期財政部將會同工信部等部門一道，實
施新一輪的「專精特新」中小企業財政支
持政策，培育更多產業鏈關鍵環節的「配
套專家」；啟動實施製造業新型技改城市
試點工作，2024年安排資金30億元，支持
首批 20 個左右試點城市「智改數轉網
聯」，提升製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
化水平。

擴中小企數字化轉型城市試點
與此同時，中央財政聚焦數字經濟關鍵環
節給予支持，包括支持數字基礎設施建設，
培育工業互聯網平台，促進中小企業數字化
轉型等，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
合。在去年安排30億元，支持30個試點城市
開展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城市試點的基礎
上，今年再安排30億元支持擴大試點範圍。
另外，同有關部門啟動交通基礎設施數字化
轉型升級工作，支持對一批繁忙的國家高速
公路、普通國道和高等級航道開展數字化改
造，促進交通設施智慧擴容、安全增效、產

業融合。

支持70試點縣挖掘新能源車消費力
王東偉還提到，要打好財稅政策組合拳，
支持實施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
換新行動，近期將啟動實施縣域充換電設施
補短板工作，今年將支持24個省份70個左右
試點縣，挖掘農村新能源汽車消費潛力。另
外，支持部分大中城市實施城市更新行動，
開展地下管網更新改造等，再支持一批國家
綜合貨運樞紐城市補鏈強鏈，補齊基礎設施
的短板。

下階段財政政策有六大着力點
今年後三個季度，財政政策如何發力，為
經濟持續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持？王東偉還
在發布會上提出將從六個政策着力點持續發
力（見表），首先是全力支持以科技創新引
領產業創新。對標國家戰略需求，加大基礎
研究、應用基礎研究、前沿研究的投入力
度，推動加快實施一批國家重大科技項目，
支持開展顛覆性技術、前沿技術研究，推進
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同時，落實結構性減稅
降費政策，重點支持科技創新和製造業發
展，並統籌運用好財政專項資金和政府投資
基金等政策工具，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
壯大，傳統產業加快轉型升級。

將增加教育社保環保投入惠民生
王東偉強調，財政將積極支持改善和增進
民生福祉。教育方面，重點增加高中教育投
入，保障學生資助資金需求。促進義務教育
優質均衡發展，推動學前教育普及普惠和職
業學校辦學條件達標。推進中國特色、世界
一流大學和優勢學科建設。社保方面，加大
對基本養老保險基金補助力度，推動提高公
共衞生服務水平，大力實施就業優先政策，
做好困難群眾救助工作。環保方面，繼續支
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這裏面有兩個非常
重要的點，一是設立「三北」工程建設補助
資金，支持生態系統修復治理重點項目；另
一個是設立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專項資
金，促進資源綜合利用。

首季文旅消費增長較快 反映居民消費力增強

◆松光里的文創產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攝

◆松光里的策展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攝

財政政策六大着力點
◆全力支持以科技創新引領產業創新，加大基礎研究、
應用基礎研究、前沿研究的投入力度；落實結構性減
稅降費政策，重點支持科技創新和製造業發展。

◆支持擴大國內需求，用好國債資金、地方政府專項債
券、中央預算內投資等政策工具，帶動擴大社會有效
投資，落實完善財稅支持政策，積極推動汽車、家電
等耐用消費品以舊換新。

◆積極支持改善和增進民生福祉，重點增加高中教育投
入，加大對基本養老保險基金補助力度，繼續支持打
好污染防治攻堅戰，設立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專項
資金。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更高水平保障糧食和能源安全，加大產糧大
縣獎勵力度，資金規模實現「十九連增」，
加大農業保險保費補貼政策支持力度，支持
鼓勵非常規天然氣增產上量。

◆推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支持地方推進農業
轉移人口市民化，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
區、邊疆地區等特殊區域的支持力度。

◆加強預算執行管理和財政運行監測，抓緊將
已下達預算，細化實化到具體項目，加強對
基層「三保」運行監測。

◆

王
東
偉
表
示
，
中
央
財
政
高
度
重
視
培
育
經
濟
增
長
新
動
能
，

大
力
予
以
支
持
。
圖
為
江
蘇
省
某
「
專
精
特
新
」
中
小
企
業
的
智

能
生
產
車
間
，
機
械
臂
在
作
業
。

資
料
圖
片

◆◆于冰于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