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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 13日电《经济参考报》2 月 13 日刊发文章
《央企今年三大投资重点敲定 系列支持政策在途》。文章称，《经
济参考报》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近日国资委印发《关于做好
2023 年中央企业投资管理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有关事项的通知》
（下称《通知》），明确 2023 年投资工作重点，一方面要突出扩大有
效投资，加快项目开工建设；另一方面，要聚焦国家重大项目、基
础设施建设、产业链强链补链等重点领域，优化投资布局方向，推
动企业在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强
化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形成“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等方面
加大投资力度。

据悉，国资委正在研究形成支持企业扩大有效投资的一系
列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企业投资意愿和主动性。同时，
组织企业科学编制投资计划，逐户确定投资规模，加强投资情
况监测分析，推动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投资进度按照时间节点
有序推进，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以真金白银的投资增长拉动
带动经济增长。

扩大有效投资是稳经济、调结构、补短板的重要抓手，有利于扩
大市场需求，有利于优化供给结构，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通知》要求中央企业提振发展信心，把稳投资工作放在更加重
要的位置，以稳促进、以进固稳，科学合理安排投资规模，并按照“抓
紧推动实施一批、系统谋划新增一批、提前研究储备一批”的项目推
进接续机制，加快项目开工建设，力争实现既定任务目标，有效带动
全社会投资。

从具体的布局领域来看，“战略引领”“强链补链”“创新发展”等
成为关键词。按照《通知》部署，要加大民生重点领域补短板力度，
积极参与交通、能源、水利、农业、信息等基础设施，完善物流基础设
施网络，加大医药保障、应急产业等领域投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建好存量项目、做优增量项目，谋划落地更多“小而美”项目。
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提升国
际投资合作的质量和水平。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也至关重要。中央企业要
实施现代产业链链长行动计划，推动资源向产业链基础领域和高
端环节集中。加大在粮食、能源、战略性矿产资源方面的投入力
度，积极落实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加快建设新型能源
体系，加强重要能源、矿产资源国内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推进海
外能源资源供应基地建设，在有条件地区投资布局产业链关键环
节产能储备。

此外，《通知》还明确，要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推动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和数字化转型，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积
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融合集群发
展，加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
端设备、绿色环保等布局力度，推动集成电路和工业母机产业快速
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大对 5G、人工智能、
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推动平台企业引领发展。深
化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以资本为纽带投资布局一批专
精特新企业，构建自主可控产业生态，推动形成“科技—产业—金
融”良性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国资委明确要求中央企业要稳妥处理好“促”
和“稳”的关系，加强重点领域风险管控，完善全过程风险防范机
制，防范在扩大投资中片面追求短期效果，守牢不发生重大风险
的底线。 （记者王璐）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中国证券报》13 日刊发文章《“冰雪热”助力消费
回暖 多地争相布局万亿级市场》。文章称，近期，天气降温再次激起滑雪爱好者
的滑雪热情。“山顶上的人多得像‘煮饺子’一样。”常驻崇礼的资深滑雪爱好者宁
萌感慨说，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每天早上 10 点，富龙滑雪场的缆车入口处就
会排起长队，大概得等七、八趟才能登上缆车，大家都想抓住这个雪季的尾巴，趁
着周末多滑几次。

业内人士认为，冰雪产业规模的增长将对市场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冰雪产
业的发展将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提高就业率和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冰雪产业的
发展也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促进产业升级和创新。

冰雪运动受追捧

北京市滑雪协会副主席伍斌表示，滑雪从运动方式逐步转变为休闲方式，预计
将带动市场消费持续增长。

中国旅游研究院冰雪旅游专项调查显示，后冬奥时代的首个冰雪季，60.3%的
被调查者会增加参与冰雪休闲旅游的次数。其中，40.7%的消费者有意愿进行长距
离的冰雪旅游活动，55.6%的游客有意愿进行短距离的冰雪旅游活动。

中国旅游研究院最新发布的《中国冰雪旅游消费大数据报告（2023）》预计，“十
四五”末期我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数有望达到5.2亿人次，我国冰雪休闲旅游收入将
达到7200亿元，冰雪旅游正在成为冬季旅游和冰雪经济的核心引擎。

培育冰雪装备制造产业

京东运动消费数据显示，近年来冰雪运动相关商品成交总额呈明显上升趋势，
2022年同比增长114%；线上冰雪运动购买用户逐年增加，今年京东年货节期间，滑
雪鞋服、单双滑雪板、滑雪头盔、滑雪镜的销量均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

《2022天猫滑雪运动品类趋势报告》显示，天猫滑雪装备和滑雪服饰消费规模
均处于高速增长区间。近三年滑雪市场规模在天猫运动户外整体渗透率增速迅
猛，可触达潜在用户6.5亿人次，雪衣雪裤、滑雪板、滑雪鞋均成为热销品类。

一批冰雪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也加快布局。河北省廊坊市布局工业园区建设，
重点培育引进冰雪装备制造产业落地，形成冰雪全产业链条。吉林市冰雪装备产
业园重点引进一批索道缆车、造雪机等重型设备生产企业和碳纤维滑雪板、滑雪服
等轻装备生产企业，计划投资3亿元，占地面积10万余平方米。

出台冰雪经济发展规划

我国冰雪产业市场规模巨大，多地争相布局。
国际体育服务贸易发展大会暨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主论坛去年发布的

《2022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预计，2025年，中国冰雪产业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
万亿元。

《吉林省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1-2035年）》明确，到2025年，吉林全省
冰雪产业总规模达到2500亿元，滑雪场数量达到100座，全省参与冰雪运动人数超
过1000万人次。到2035年，全省参与冰雪运动人数达到1500万人次，各类滑雪场
数量达到 120座，冰雪产业消费链供应链转型升级，向价值链的中高端靠拢，国际
产业合作深化，成为寒地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黑龙江省冰雪旅游产业发
展规划（2020-2030年）》提出，力争到 2030年，黑龙江全省冰雪旅游人数突破 2亿
人次，冰雪旅游收入突破2000亿元。

“未来冰雪产业将有1万亿元市场规模，势必会迎来资本盛宴。”国内某大型雪
场负责人表示，目前很多省份都出台了对应的冰雪经济发展规划，除了加强本省的
冰雪产业发展之外，很多规划还明确，将保障投资企业的发展空间以及投资环境。

业内人士建议，在冰雪项目投资中，要积极开展市场调研和风险评估，确定项
目的投资机会和可行性，避免投资失误；要科学制定投资计划和运营策略，注重项
目的投资回报周期和风险控制，确保投资的安全和可持续性；要重视人才培养和技
术研发，加强产学研合作，提升冰雪产业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要关注政策环境和
市场需求，积极调整项目运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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