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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
要任务。围绕这一重点任务，中央各部委谋新策、出实
招。“新华视点”记者从中央部委近期召开的工作会议
及相关采访中梳理了相关重点。

财政政策加力提效 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

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提出，继续实施积极的
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就业优先政策，注重精
准、更可持续，健全并加强宏观政策一致性评估，推动
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

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提出，2023 年积极的财政
政策要加力提效，更直接更有效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
用。将重点在五个方面发力：一是完善税费支持政
策，着力纾解企业困难；二是加强财政资源统筹，适度
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三是大力优化支出结构，不断提
高支出效率；四是均衡区域间财力水平，促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五是严肃财经纪律，切实防范财政风
险。

财政部部长刘昆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加力，就是要适度加大财政政策扩张力度。一是在财
政支出强度上加力，二是在专项债投资拉动上加力，三
是在推动财力下沉上加力。提效，就是要提升政策效
能。加强与货币、产业、科技、社会政策的协调配合，形
成政策合力，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货币政策精准有力 支持国内需求和供给体系

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精准有力实施好稳
健的货币政策，加大金融对国内需求和供给体系的支
持力度。明确三个发力方向：一是支持恢复和扩大消
费、重点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建设；二是坚持对各类所
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解决好民营
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三是落实金融支持房地产 16条措
施，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在国新办近日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3 年货币政策将着力支持扩大
国内需求，引导金融机构适时靠前发力，在总量上确保
社会总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同时，发挥好结构性货币
政策工具引导作用，有力支持能源、交通、水利等重点
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建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小微企
业的信贷支持力度。近期，人民银行还将推出保交楼
贷款支持计划、住房租赁贷款支持计划等结构性工具，
重点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确定促消费、稳投资关键重点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是2023年重点工作任务。全
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提出，全面落实扩大内需战略
规划纲要和“十四五”实施方案。用足用好推进有效投

资重要项目协调机制的经验做法，坚持“资金、要素跟
着项目走”，统筹用好各类资金，强化土地、用能、环评
等要素保障。有力有序推进“十四五”规划 102项重大
工程实施。加强项目储备，抓紧开展前期工作。稳定
汽车等大宗消费，强化停车场等设施建设改造，加快部
署 5G 等新型基础设施，加快推进充电设施设备建设。
抓住机遇扎实推动生活服务消费恢复。倡导绿色消
费，培育壮大热点消费。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
清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以满足新市民
需求为重点，开发更多适销对路的金融产品，鼓励住
房、汽车等大宗商品消费。围绕教育、文化、体育、娱乐
等重点领域，加强对服务消费的综合金融支持。

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民企发展壮大

民营经济已成为保障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
力军。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日前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将从五方面着力解决民营企业发
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深入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各类所有制
企业“规则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积极支持民营
企业建设高水平创新平台和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继续
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出支持民
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政策举措；加大对民营企业纾
困帮扶力度，细化落实工业、服务业减税降费等纾困政
策，切实减轻相关行业领域特别是小微民营企业负担；
强化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加快推进涉政府产权纠纷专
项行动，梳理重点案件推送地方挂牌督办；抓好民营经
济先进地方示范带动，激励地方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中
的难题推出务实举措，及时发现和总结地方实践中积
累的经验做法。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力促工业经济平稳增长

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修订出台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3 年
版），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巩固新能源汽车等
优势产业领先地位，优化石化等产业布局，推动制造业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培育发展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促进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
业深度融合。建设现代物流体系。积极稳妥推进碳达
峰碳中和。

全力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筑牢经济“压舱
石”。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提出，要稳住重点行
业，针对不同行业特点分别制定稳增长工作方案，鼓励
工业大省主动挑大梁，支持中西部地区积极承接产业
转移，支持东北地区制造业振兴取得新突破，稳住汽车
等大宗消费，支持企业加大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做好
制造业重点外资项目服务保障，充分发挥投资基金带

动作用，引导社会资本加大对制造业投入。

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外资稳存量扩增量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在近日举行的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说，支持外贸企业赴境外参展、对接洽谈，办
好广交会等重点展会，加强对境外采购商招商招展，指
导企业用足用好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指导企业用好普
惠金融、稳岗就业等普惠性政策，进一步加大对外贸企
业特别是中小微外贸企业信贷支持力度；及时推动解
决企业遇到的困难问题。

在全国增设 29个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33地
获批新设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确定内外贸一体化试
点地区，进一步支持外经贸企业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
……各部门近期密集出台新政策为外贸高质量发展积
蓄动能。

在稳外资方面，束珏婷表示，将一如既往扩大外资
市场准入，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大外商投资合
法权益保护力度，为外商来华投资创造更多便利条件，
努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2022年底多部门出台15项具体措施聚焦制造业引
资；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与 2020年版相比增幅
近 20%，增加了多条高技术制造业条目；中西部地区优
势产业目录也增加了部分加工贸易相关产业条目，进
一步强化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制造业引资优势。

强化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

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提出，加强安全保障体
系建设，特别是强化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
链安全保障。

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工作会议提出，全国粮食和
物资储备系统将加强风险预判和战略预置，保持粮食
市场平稳，服务能源资源保供。有关部门将积极引导
多元主体入市收购，及时批复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
案，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完善新型监测预警
体系，密切监测国内外粮食、能源、资源市场运行态势，
稳定市场预期；根据调控要求适时做好储备投放，维护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全国能源工作会议提出，全力提升能源生产供应
保障能力，发挥煤炭兜底保障作用，夯实电力供应保障
基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规划建设，推动油气增产增
供，加快油气管网和储备能力建设；着力调整优化能源
结构，加强风电太阳能发电建设，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
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强民生用能工程建
设；着力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加快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
系建设。

（记者谢希瑶、吴雨、刘夏村、潘洁、申铖、张辛欣、
王立彬、戴小河）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2023年促高质量发展，中央部委这样发力

1月13日，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工务段工作人员在合肥东站进行设备巡查作业。
春运期间，铁路运输繁忙，负责维修和管理的“轨道医生”为轨道“诊断”、“治疗”，保障铁路安全畅通。近

期，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工务段的工作人员抢抓列车停运的“天窗期”，开展钢轨维修更换、驼峰
减速器整修等作业，保障铁路安全畅通。 新华社记者 周牧 摄

春运中的“轨道医生”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记者刘夏村）中国地震局

局长闵宜仁 14 日表示，2023 年要加快构建地震灾害风
险防治新格局，从积极推进大中城市和城市群地震灾害
风险防范、加大乡镇房屋设施抗震安全服务力度、加强
海洋地震工作三方面提升全社会防震减灾能力。

当日，2023年全国地震局长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
闵宜仁在会上做出上述表述。

会议指出，在积极推进大中城市和城市群地震灾害
风险防范方面，深入开展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活断层探查，
推进承灾体地震灾害风险隐患调查，加强重大风险源监
测预警平台建设，重点对高层建筑、桥梁隧道、水库大坝、
地铁和生命线工程等重大风险源开展实时监测；推动风
险区划数据库建设和动态更新，开展城市大震巨灾情景
构建试点工作；积极推进减隔震技术推广，服务城市建筑
和生命线工程抗震加固，提升工程韧性和质量。

在加大乡镇房屋设施抗震安全服务力度方面，加强
乡镇房屋设施抗震设防情况调查，推动房屋、设施等基
础数据共享；强化乡镇房屋设施加固工程技术指导，服
务乡镇房屋设施加固工程。

在加强海洋地震工作方面，出台中国海洋地震观测
规划，实施海洋地震观测示范站点建设，融合构建中国
海洋地震观测站网；加强海洋地震观测设备研发应用，
初步形成海洋地震速报预警信息服务能力；开展海洋地
震构造与地球物理场探测，编制中国及邻区海域地震动
参数区划。

中国地震局：
从三方面提升全社会防震减灾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