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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
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

新中国成立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
坚强领导下，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屡创佳绩，
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
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新时
代新征程，国有企业牢记“国之大者”，在高
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不断增强核
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努力为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撑起国民经济脊梁

今年 7 月，中国一汽自主研发的第
900万辆解放牌卡车在位于吉林省长春
市的智能工厂下线。70多年前，这家企
业从零起步，三年建成投产，结束了新中
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

七代解放牌卡车的更迭、中国一汽
发展壮大的历史，折射出我国汽车工业
的沧桑巨变，也印证了国有企业的发展
与国家命运始终紧密相连。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发展工
业成为重要任务。造出第一辆解放牌卡
车、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大庆油田甩
掉中国“贫油”帽子，鞍钢研发出“争气
钢”……一批“共和国长子”在旧中国一
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创造了一系列“新
中国第一”，拉开了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时
代大幕。

改革开放浪潮奔涌，国有企业在艰
难中探索，努力做好与市场经济融合这
篇“大文章”。一批面向市场竞争、以质
量效益为导向的现代企业“破茧而出”。

进入新时代以来，国资国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
牢把握高质量发展主题，推动企业改革发
展发生了全局性、转折性重大变化。

75年长歌奋进，国有企业发展脚步
铿锵，取得不凡成绩。

1952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
额28.2亿元，固定资产原值149亿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国资系统监管
企业资产总额从2012年的71.4万亿元增
长到2023年的317.1万亿元，利润总额从

2012年的2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4.5万
亿元，规模实力和质量效益明显提升。

75 年风雨兼程，国有企业“姓党为
民”的政治本色更加彰显。

国有企业强化公共服务和应急能力
建设，目前提供了全国近100%的原油产
量、100%的电网覆盖、97%的天然气供应
量，建成运营覆盖全国的基础电信网络。

2013年以来，中央企业累计上缴税费
超过20万亿元，上交国有资本收益1.5万
亿元，向社保基金划转国有资本1.2万亿
元；坚决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累计投入和
引进帮扶资金超过千亿元。

在抢险救灾中打头阵，在科研攻关
中当先锋，在经营发展中创佳绩……一
次次大战大考中，国有企业挺身而出、冲
锋在前，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千方百计保证市场供应稳定，关键时
刻彰显了“大国重器”的责任担当。

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C919国产大飞机首次飞抵拉萨；超
级工程深中通道正式通车，伶仃洋上架通
途；嫦娥六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月球
背面采样返回；我国首口万米深地科探井
正式穿越万米大关……

今年以来，一系列“大国重器”接连
“上新”，多项超级工程惊艳亮相，彰显了
我国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硬核”
科技实力。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科技事业

取得长足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企业日益成为科技创新和
产业创新的主体。作为其中的骨干中坚
力量，国资国企把科技创新作为“头号任
务”，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创新成果不断涌
现，科技产出量质齐升。

集中优势资源，着力攻克“卡脖子”
难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技术难题和国
际封锁，广大科技工作者隐姓埋名、接续
奋斗，为我国科技事业作出了艰苦卓绝的
贡献，一批追赶世界水平的首创成果振奋
人心，其中“两弹一星”成为新中国科技发
展的一座历史丰碑。

历史一再证明，关键核心技术要不
来、买不来、讨不来，只能靠自己搞出来。

近年来，国资央企聚焦工业母机、工
业软件等重要领域，组织百万科研人员
投身攻关一线，有力维护了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在量子信息、深空深地深海等领
域建设 97 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实施“加
强应用基础研究”等 11 个专项行动，在
可控核聚变等前沿领域不断实现突破。

破除机制藩篱，打通创新“血脉”——
近年来，国务院国资委不断完善出

资人政策，科技创新考核对工业和科研
企业实现全覆盖；“十三五”期间中央企
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4.5%，过去两年研
发投入均超过万亿元。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广大国有企业
正探索灵活开展多种形式的中长期激励
和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机制，做实做细合
规免责机制，让国有企业充满生机活力，
创新创造的潜能充分激发。

推动深度融合，让科技与产业“双向
奔赴”——

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央企业完
成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超1万亿元。

实施数字化转型行动和“AI+”专项
行动，启动央企产业焕新行动和未来产
业启航行动……近年来，国资央企采取
一系列举措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
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快培
育新质生产力，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提供有力支撑。

纵深推进国企改革

“到 2029 年，在中央企业集团和各
级应建董事会的子企业全面建立科学、
理性、高效的董事会。”日前召开的一场
专题工作推进会上，国务院国资委明确
了未来深化央企董事会建设的具体目标
与工作重点。

董事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
度的重要内容。业内人士认为，上述举措
意味着在解决了相关制度从无到有的问
题后，新一轮改革行动乘势而上，将重点
推动改革成果制度化、长效化、实效化。

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背后，离不
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

改革开放之初，面对汹涌而来的市
场经济大潮，国企经营者们发现，除了勇
敢地走向市场外别无他路。

经过放权让利、转换经营机制、推行
股份制改革、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
一系列艰辛探索，重新焕发活力的国有
企业，开始真正地与市场经济相融合，并
且在竞争中发展壮大。

进入新时代，国资国企坚持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涉深水区、啃
硬骨头，全面落实国企改革“1+N”文件
体系，接力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国企
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一系列突破性进展、
标志性成果令人振奋。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
公司制改制全面完成，剥离企业办

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现收
官，三项制度改革全面破冰突围，国资监
管专业化、体系化、法治化、高效化优势
切实发挥，一批发展方式新、公司治理
新、经营机制新的现代新国企加速涌现。

布局结构优化调整深入推进——
央企层面累计完成 28 组 50 家企业

重组整合，新组建和接收央企 15 家；大
力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发展，2023年央企战略性新兴产业营收
首破10万亿元。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互促进、协
同发展——

截至目前，中央企业对外参股投资
各类企业超过1.3万户；央企直接带动的
供应链上下游200多万户企业中，96%是
民营中小企业。

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把深化国资国
企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全局，
进行了系统部署，明确了新征程上深化
国资国企改革的方位、前行的节奏和工
作的重点。

牢牢把握改革正确方向，国资国企正
全力以赴落实好各项关键任务，以更高站
位、更大力度把改革向纵深推进，更好地
履行新责任新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更大
贡献。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支持政策全面启动
8月份全国乘用车零售量环比增长10.8%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介
绍，近两个月，加力支持“两新”的配套细
则全面出台，国债资金全面下达，支持政
策全面启动。截至目前，各部门支持“两
新”的加力措施已经全部启动，各地也配
套出台了一系列细化落实举措。

赵辰昕表示，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
“两新”工作逐步取得明显成效，并还在
不断显现。

设备更新政策持续推进，有效调动
了经营主体更新生产、用能、电梯等各类
设备的积极性。前 8 个月，设备工器具
购置投资增长16.8%，对全部投资增长的
贡献率达到 64.2%，比前 7 个月提高 3.5

个百分点，说明加力政策实施后，8月份
的拉动效果更加明显。

各地以旧换新政策陆续落地，带动
重点消费品销售明显上涨。8月份全国
乘用车零售量为 190.5 万辆，环比增长
10.8%。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
由降转升，8月份同比增长3.4%。

提高能效水平
预计全年将实现200万辆低排放标准

乘用车退出

实施标准提升行动是“两新”的重要
方面。赵辰昕说，目前，今明两年拟制
定、修订的294项国家标准已全部立项，
其中70项已完成制定修订，已向社会发
布，涉及能耗能效、污染物排放、安全生
产、电动汽车、家用电器、家居用品、民用

无人机等多个领域。
提高能效水平是消费品以旧换新的

重要方向。赵辰昕介绍，在政策带动下，
8月份新能源汽车零售达到102.7万辆，
环比增长 17%，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连续
两个月突破 50%。预计全年将实现 200
万辆低排放标准乘用车退出。

保障资金
大力支持重点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项目

资金保障是加力推进“两新”工作的
关键环节。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赵
长胜介绍，财政部及时下达超长期特别
国债和设备更新贷款贴息资金。同时，
财政部配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建立
了定期调度机制，密切跟踪政策实施进
展，明确资金使用“负面清单”，要求相关
资金不得用于平衡预算、偿还政府债务
或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三保”支出等，并
通过线上监控、线下核查等具体举措，防
止资金挤占、挪用。

中国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司长彭
立峰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联合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进一步加大对银行
机构和地方政府的指导督促力度，通
过加快贷款项目的土地、规划、环保、
安全等证照办理进度，将更多民营企
业、中小企业、涉农主体的项目纳入备
选清单，加大融资担保和风险补偿支
持力度等措施。

废旧物资回收
全国建成回收网点约15万个

在废旧物资回收方面，赵辰昕介绍，
针对回收渠道不够完善等问题，国家发
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深入推进垃圾分
类网点与废旧物资回收网点“两网融
合”。截至目前，全国建成回收网点约15
万个，各类大型分拣中心约 1800 个，有
效解决了过去回收网点不够、不完善的
问题。

他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
会同有关方面，加快构建覆盖各领域、各
环节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持续畅通
资源回收利用链条，推动实现“去旧更容
易，换新更便捷”。 据新华社

地缘相近，人文相通，中国与
东盟国家双边贸易一路上扬。

如今，品种丰富、价格亲民的
东南亚榴莲，在国内就能吃到，

“小电驴”、蜜雪冰城全面“登陆”
东南亚市场。中国连续15年保持
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4
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24日，第21届中国—东盟博
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作为促
进中国与东盟贸易投资的重要平
台，5天时间里，超3000家企业将
在一系列活动中“携手”继续做大
双方经贸“蛋糕”。

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中
国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从 2004

年的 8763.8 亿元增至 2023 年的
6.41万亿元，年均增长11%，较同
期中国外贸整体增速快3个百分
点，占中国外贸总值比重由2004
年 的 9.2% 提 升 至 2023 年 的
15.4%。

今年前 8 个月，东盟继续为
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东
盟进出口同比增长 10%，快于中
国外贸整体增速 4 个百分点，占
中国外贸整体的比重稳定在15%
以上。

“中国与东盟共同致力于区
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海关总署统
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说。

据新华社

据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统计，我国
制造业企业总量突破600万家。

这是记者 23 日从市场监管
总局获悉的。数据显示，2024年
1 至 8 月，我国制造业企业数量
呈现稳健增长态势。东部地区
产业集中度及产业链成熟度优
势明显，制造业企业总量占比最
高。中部地区承东启西、沟通南
北区位优势独特，制造业企业数
量增幅最大。我国制造业企业
的规模和质量逐步提升，国家政
策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效
果开始显现。

据统计，截至2024年8月31
日，我国制造业企业总量达到
603 万家，与 2023 年底相比增长
5.53%，其中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有
关的企业51.53万家，占制造业企
业总量的 8.55%，与 2023 年底相
比增长6.35%。

其中，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

总量387.2万家，占我国制造业企
业总量的 64.21%。广东、浙江、
江苏、山东、河北等五省制造业企
业合计 339.05 万家，占我国制造
业企业总量的56.22%。

中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总量
113.39 万家，占我国制造业企业
总量的18.8%。2024年1至8月，
中部地区新增制造业企业6.97万
家，与2023年底相比增长6.55%，
与其他地区相比增幅最大。

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总量
75.59万家，占我国制造业企业总量
的12.54%。2024年1至8月，西部
地区新增制造业企业3.76万家，与
2023年底相比增长5.23%。

东北地区制造业企业总量
26.83 万家，占我国制造业企业
总 量 的 4.45% 。 2024 年 1 至 8
月，东北地区新增制造业企业
0.99 万家，与 2023 年底相比增
长3.87%。

据新华社

商务部条约法律司负责人
23日说，中方对欧盟乳制品发起
反补贴调查，是依据中国法律、应
国内产业申请发起的。中方有责
任维护国内产业的正当诉求和合
法权益。

有记者问，日内瓦时间 9 月
23日，欧盟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
机制项下就中国对欧盟乳制品反
补贴调查向中方提起磋商请求，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这位负
责人作出上述回应。

这位负责人表示，中方收到
欧方磋商请求。中方对欧盟将反
补贴调查立案提交世贸组织争端
解决机制表示遗憾，将按照世贸
组织相关规则处理。中方作为世
贸组织成员，一贯审慎、克制使用
贸易救济措施，维护公平、自由贸
易。 据新华社

20年“超”速增长！
东盟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欧盟将反补贴调查立案提交世贸组织，商务部回应：

将按照世贸组织相关规则处理

我国制造业企业总量突破600万家

勇扛大国“顶梁柱”使命担当
——新中国成立75周年国资国企发展成就综述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已经取得哪些进展？如何取得更好效果？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我国的重大政策部署。今年3月，国务院

发布《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

加力支持“两新”取得哪些进展？如何推动政策取得更好效果？国家发展改革
委23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详解“两新”政策新成效新举措。

9月22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祝福祖
国”蔬果花篮主体结构亮相，吸引众多市
民游客打卡、拍照留影。

今年国庆大花篮有何寓意？据悉，立
体花坛以喜庆的蔬果花篮为主题，选取了南
瓜、石榴、葫芦等美好寓意的蔬果，以及牡
丹、月季、向日葵、康乃馨等艳丽多彩的花
卉，体现“蔬果飘香 繁花似锦”，表达对祖国
繁荣富强、欣欣向荣的美好祝福。在篮体南
侧写有“祝福祖国 1949-2024”字样，在篮
体北侧写有“普天同庆 1949-2024”字样。

25日前，还将在花坛底部摆放花卉构
成如意图案，寓意吉祥如意、国泰民安。

文图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祝福祖国
天安门广场国庆大花

篮主体结构亮相

为了进一步防范外卖餐饮浪
费，规范外卖商家营销行为，落实
网络餐饮平台主体责任，积极营
造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
尚，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
了《防范外卖餐饮浪费规范营销
行为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并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指引》共二十五条，结合网
络餐饮行业特点，紧紧围绕遏制
外卖餐饮浪费的重点、痛点、难点
问题，从规范外卖餐饮行业的营
销行为入手，将反食品浪费举措
落实到业务全流程的各环节。

一是规范外卖商家营销行为。
《指引》对外卖可能引发餐饮

浪费的营销行为予以引导，明确相
关环节防范餐饮浪费的具体要求。

鼓励外卖商家建立健全内部
管理制度，减少原料浪费，顺应消
费需求变化，提升餐饮供给质量，
合理设置起送价格，优化满减优
惠机制。

明确不得制作、发布、传播宣
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等浪费食
品的直播或者音视频信息，进一
步引导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二是督促网络餐饮平台发挥
引领带动作用。

《指引》引导平台进一步优化
平台规则协议，完善满减凑单机
制，优化餐品信息展示方式。

加强对平台内经营者发布的
广告内容的监测、排查。

建立健全外卖餐饮浪费评价
评估机制，推动反食品浪费源头
治理。

三是发挥多方力量推动社会
共治。

《指引》鼓励餐饮行业协会等
社会组织发挥自律作用，引导外
卖商家遵守法律法规和行业规
范，自觉开展反食品浪费活动。

支持消费者协会等社会组
织，对网络餐饮平台和外卖商家
防范外卖餐饮浪费情况进行社会
监督，推动构建多方参与的防范
外卖餐饮浪费共治格局。

四是加大反食品浪费宣传倡导。
《指引》鼓励网络餐饮平台、

行业协会、餐饮品牌共同合作，宣
传、普及防止食品浪费知识。

鼓励外卖商家将珍惜粮食、
反对浪费纳入服务人员职业培训
内容，在员工入职时、入职后定期
进行反食品浪费培训，切实提升
从业者反食品浪费意识。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规范满减、起送费，剑指浪费！
外卖“新规”征求意见

记者23日从商务部获悉，商
务部部长王文涛当日与瑞士联邦
委员兼经济和教研部长帕姆兰以
视频方式共同宣布，中瑞两国正
式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双方
同意将共同努力，加紧磋商，在互
利共赢的基础上尽早达成高水平
升级协定。

王文涛表示，中瑞自贸协定
生效10年来，对促进双边贸易增
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两国企业实
实在在获益。升级中瑞自贸协
定，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
和促进双向投资，推动两国经贸
合作提质升级，特别是在当前经
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将

对外释放两国支持自由贸易和开
放合作的积极信号。

帕姆兰表示，中瑞两国在
2013 年高效达成了双赢的自贸
协定，为双方创造了丰富的收
益。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
头，中瑞两国启动自贸协定升级
谈判具有重要意义，显示了两国
始终致力于建设开放、规范的国
际经贸合作环境，向外界发出两
国深化合作的积极信号。相信经
过双方共同努力，升级谈判一定
会取得成功。

中 国 — 瑞 士 自 贸 协 定 于
2013 年 7 月签署，2014 年 7 月生
效实施。 据新华社

中国与瑞士正式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