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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璧津高速江津段建成通車
1月26日，車輛行駛在合璧津高速江津段油溪長江大橋。當日，由中鐵建重慶投資集團投建的合璧津高速江津段正式建成通車。合璧津

高速江津段起於重慶市江津區油溪樞紐，通達至慈雲北樞紐，全長約15公里。	 	 	 	 	 	 	 <新華社>

上海浦東迎來新一輪綜改試點 
專家：「首創性」「引領性」是亮點

中新社上海1月26日電　為國家「試制

度、闖新路」的上海浦東新區迎來新一輪綜

合改革試點。

《 浦 東 新 區 綜 合 改 革 試 點 實 施 方 案

（2023—2027年）》（以下簡稱《實施方

案》）近日印發。26日，多位專家學者在接

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表示，「首創性」與

「引領性」是《實施方案》的亮點。

《實施方案》瞄準浦東新區具有改革場

景、具備率先突破條件的關鍵領域。

在制度型開放、科技創新、人才發展、

營商環境、城市治理等方面，推出了一批實

質性舉措。

上海市發展改革研究院改革創新研究

所所長王果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實施

方案》突出了首創性與引領性。「圍繞高水

平開放、高質量發展，緊緊圍繞制度創新，

推出一批先行先試改革舉措，充分發揮浦東

改革開放開路先鋒的作用；在借鑒吸收當前

改革創新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加以深化突

破，形成成熟經驗，立足可複製可推廣，放

大先行先試效應。」

王果表示，此番發佈的《實施方案》具

整體性、戰略性和集成型：通過綜合授權，

破除改革單兵突進、相互掣肘的制約；在重

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上發力，是應對國

際發展趨勢、國內發展要求的戰略之舉；注

重各項改革舉措的貫通銜接和各領域改革手

段的協同聯動，最大限度釋放改革總體效

應。

《實施方案》提出的23條改革舉措，

將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賦予浦東新

區更大自主權。其中，金融支持科技創新是

浦東此次綜合改革面臨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

節。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研究院（浦

東改革與發展研究院）金融研究室主任劉斌

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按照《實施方案》

要求推進金融支持科技創新試點，不僅能夠

促進浦東建設國際科創中心核心區，而且能

夠發揮浦東國際金融中心核心區優勢，引領

中國金融支持科技創新的步伐，更好發揮示

範引領作用。

劉斌表示，《實施方案》也明確了未來

浦東金融支持科技創新的重點方向，在資本

市場、創業投資、企業併購、科技保險、中

小企業貸款等方面要求浦東先行先試，率先

試點，是一項全方位，多領域的改革試點工

作。

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副研

究員謝一青表示，《實施方案》明確科技創

新和制度創新雙輪驅動，前者是中國未來經

濟發展的新質生產力引擎，後者則為創新成

果的產業化提供製度保障。

「從推動基礎研究創新，到創新成果的

產業化；從創新前的金融科技支持創新，到

創新後的知識產權保護；以及吸引和集聚世

界優秀人才的體制機制建設等，」在謝一青

看來，浦東新一輪綜合改革試點覆蓋了科技

創新的「全流程」，具有很強的引領意義。

「此次改革試點不是『一城一政』的嘗試，

而是全方位的制度型開放。」

「改革開放是根植於浦東發展的內在基

因。」王果表示，一方面，浦東推動規則、

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有助於加

快建立與國際通行規則相互銜接的開放型經

濟新體制，更好代表國家參與國際合作和競

爭。

另一方面，浦東以制度型開放促深化改

革、促創新發展，通過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

規則，改革制約高質量發展的制度瓶頸，為

中國制度型開放探索經驗。

雲南兩會熱議口岸經濟 
探索產業發展文旅轉型

中新社昆明1月27日電　「雲南各口

岸人文、自然風光各異，依托口岸資源建

設連通周邊國家的跨境旅遊合作區，是口

岸經濟發展的關鍵之一。」27日，在此間

召開的2024年雲南兩會上，「口岸經濟」

再成熱詞，民進雲南省委會在集體提案中

展望「口岸+旅遊+產業」的可能性。

地處中國西南邊陲的雲南省，與越

南、老撾、緬甸接壤，邊境線長4060公

里，擁有經國務院批准開放的口岸21個。

2023年雲南智慧口岸建設走在全國前列，

磨憨鐵路口岸成為中國對東盟的第一大鐵

路口岸。2024年該省政府工作報告中，大

力發展口岸經濟依然列入工作總體要求。

產業是口岸經濟發展的基礎。民進

雲南省委會在提案中指出，當前雲南口岸

產業支撐不足，多依賴自然資源粗放經

營，精深加工能力弱，產業鏈條尚不完

整。

對此，民進中央青工委副主任、雲

南大學經濟學院國際經濟系主任胡穎建

議，以更高水平共建雲南承接產業轉移示

範園區，實現口岸和園區融合發展，通過

「岸腹聯動」和「跨省聯動」推動產業鏈

互補；培育多元產業體系，擴大高原特色

農業、綠色能源、專精特新有色金屬材料

等特色產業集群和外貿轉型升級基地建

設，提升口岸區域競爭力。

位於西雙版納州猛臘縣的磨憨鎮，

地處中老鐵路、昆曼大通道關鍵節點，同

時擁有國家級公路口岸和鐵路口岸。雲南

省政協常委、昆明市政協主席楊皕表示，

自2022年昆明托管以來，磨憨基礎設施大

幅改善，口岸通關效能提升，口岸城市建

設成效明顯。她坦言，「當前磨憨國際口

岸城市建設尚處於打基礎、謀長遠的起步

階段，一些關乎發展的關鍵問題亟待破

解。」

九三學社雲南省委會則在提案中建

議，推進磨憨口岸國際城市「產—城—

人」融合發展，即加大人力資源對產業發

展與城市建設的支撐力度和口岸民生設施

建設，維護邊境安全穩定。

作為中國旅遊大省，雲南文旅資源

得天獨厚，2023年旅遊總收入達1.44萬億

元人民幣。胡穎觀察到，西雙版納、德

宏、紅河等邊境州市已嘗試依托口岸發展

跨境旅遊。她分析，「跨境旅遊合作區建

設有利於整合雲南與周邊國家的旅遊資

源，打造有國際影響力的旅遊品牌，增強

行業競爭力和創新力，增進文化交流融

合。」

中企助力打造泰國
首個商業綠氫項目
新華社曼谷1月27日電 中國新能源企

業北京明陽氫能科技有限公司與泰國液化

天然氣經銷商IBCLNG有限公司26日在曼

谷簽署合作協議，打造泰國首個商業綠氫

項目，助力泰國綠色低碳轉型。

據IBCLNG公司介紹，這是一個25兆

瓦鹼性電解水制氫項目，是泰國首個商業

綠氫項目。該公司將採購明陽氫能的高性

能電解槽，中方將向泰方提供技術及人員

支持，在泰構建綠氫「制、儲、用」場

景。

明陽氫能副董事長沈忠民說，明陽

氫能作為此次合作的技術、設備供應商，

與泰方合作不僅是銷售設備，更冀望推動

泰國清潔能源產業發展，為應對全球氣候

變化提供優質國際合作方案。

泰國計劃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到

2065年實現溫室氣體淨零排放。

湘商回歸熱折射湖南發展新態勢
中新社長沙1月27日電　全球湘商超400

萬人，產業遍佈世界180多個國家和地區，

在外湘商資產規模超4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

近年，湖南吸引海內外湘商湘才回鄉投

資興業，催生招商引資「歸巢效應」。

湖南省商務廳數據顯示，2023年，湘商

回歸新註冊企業1360家，到位資金5915.2億

元，在湘投資的世界500強企業達211家。如

何更好「引鳳還巢」，連日來召開的湖南省

兩會上，代表委員獻良策、建諍言，一致認

為要吸引更多湘商回歸，需「對症下藥」。

「沿海與內陸務工收入差縮小，人才資

源輸出大省湖南人力資源『回流』，加之承

接產業轉移和產業配套能力增強，歸巢趨勢

顯現。」湖南省人大代表、湖南高諾集團董

事長毛鐵認為，湘商回歸發展要諸多資源支

持、賦能。

「針對風險防控需求，政府可編印企業

法律風險防控手冊，設法律服務工作站。」

身為全球湘商聯盟青委會主任，返湘創業青

年企業家毛鐵發起成立「全球青年湘商粵港

澳大灣區招商合作中心」，為湘商返湘提供

全面「地接」服務，齊聚商會資源助企業解

決落地初期水土不服問題。

湖南14個市州積極解答「湘商回歸」

發展大題。「突出地域特色。有的整合全國

異地商會建立戰略投資者和目標企業信息

庫，有的建東盟科技產業園、華僑同心產業

園。」湖南省政協委員、湖南省工商聯副主

席漆平波說，湖南今年會推進降本減負，開

展「新官理舊賬」和拖欠民營企業賬款專項

清理行動優化營商環境，建議加快編製省級

湘商返鄉創業「招商圖譜」「政策圖譜」，

讓湘商根據所需快速找到可投項目。

有深厚家鄉情結的湖南明意湖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洪梅，把手機鋼化膜

生意做到南美、東南亞、中東及非洲20多個

國家。情系桑梓，李洪梅夫婦接下湖南江華

遞出的「橄欖枝」回鄉設廠，帶動前來投資

的行業企業打造鋼化膜產業鏈集群。

「湘商回歸，源於鄉情，但不止於鄉

情，更在於政策、營商環境和產業生態吸引

力。」湖南省政協委員李洪梅注意到，湖南

兌現惠企承諾，讓廣大湘商在家鄉辦得成

事、雇得到人、賺得到錢、充分被尊重，

「湘商回歸，不僅是一紙『英雄帖』的召

喚。」

2023年湖南GDP突破5萬億元大關。今

年湖南省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24年湖南地

區生產總值預期增長6%左右。漆平波調研發

現，生產領域涵蓋先進製造、生物製藥、新

能源、電子信息等行業的新湘商在湖南招商

引資中貢獻突出。他提議，建立新湘商問題

直通車機制，讓「湘商在湘更吃香」。

湖南提出前瞻佈局工業機器人、腦機接

口、類腦芯片等未來產業。「這也是新湘商

發展的方向。為推動湖南數字產業發展，新

湘商也在進軍元宇宙。」毛鐵正帶領團隊打

造全球湘商元宇宙服務平台，讓全球湘商企

業家足不出戶鏈接全球、合作全球。

「提升回歸湘商數字化、智能化水平

還要提升智能AI技術服務。」毛鐵打算通過

建設高校學生實習基地和開展訂單式人才培

養等方式，為湘商回歸提供充足人才智力支

撐。

2023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持續恢復
新華社北京1月27日電 中國國家統計局

27日發佈的數據顯示，2023年，全國規模以

上工業企業利潤比上年下降2.3%，降幅比上

年收窄1.7個百分點，繼續保持恢復態勢。

國家統計局工業司統計師於衛寧表示，

從年內走勢看，規上工業企業累計利潤從

2023年1至2月份同比下降22.9%逐月回升至

全年下降2.3%，利潤降幅大幅收窄。分季度

看，2023年一、二季度規上工業企業利潤同

比分別下降21.4%、12.7%，三、四季度分別

增長7.7%、16.2%，利潤由降轉增，並實現

較快增長。從當月增速看，自2023年8月份以

來，規上工業企業利潤連續5個月實現正增

長。

工業企業營收水平穩步回升。2023年，

規上工業企業營業收入比上年增長1.1%，累

計營收增速連續5個月回升。其中，四季度營

業收入同比增長3.2%，增速比三季度加快2.9

個百分點。

超六成行業全年利潤實現增長，七成

行業利潤呈回升態勢。2023年，在41個工業

大類行業中，有27個行業利潤比上年增長，

利潤增長面為65.9%，比上年擴大12.2個百分

點；有29個行業全年利潤增速比1至11月份加

快或降幅收窄、由降轉增，呈回升態勢，占

70.7%。

裝備製造業利潤增長加快。2023年裝備

製造業利潤實現正增長，增速為4.1%，比上

年加快2.4個百分點；拉動規上工業利潤增長

1.4個百分點，比上年提高0.8個百分點，對工

業企業利潤恢復的支撐作用進一步增強。

原材料、消費品行業利潤降幅收窄，

電氣水行業利潤快速增長。2023年，原材料

製造業利潤降幅比上年大幅收窄17.8個百分

點；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利

潤比上年增長5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