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之年加大国企改革攻
坚力度

“新一轮的国企改革具有鲜明
的时代特征，从我们改革任务来看
主要是两大类，一是体制机制改革
任务，二是功能性改革任务。”国务
院国资委副主任袁野在发布会上表
示，前者主要是巩固国企改革三年
行动所取得的成果，重点解决“从有
形到有神”的问题，推动企业真正按
市场化机制来运营；后者则聚焦新
时代新征程赋予国有企业的使命责
任，推动企业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
高核心竞争力。

袁野表示，国资国企将统筹安
排进度、抓好推进落实，重点围绕优
化资源配置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
制深化改革、健全制度保障深化改
革三方面发力，务求取得突破。

例如，围绕优化资源配置，国资
央企将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进
一步推动国有资本“三个集中”——
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
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
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
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

改革不停顿，离不开改革工作
机制的不断创新。

袁野表示，国务院国资委将进
一步优化考核体系，实施“一企一
策”“一业一策”考核，增强政策供给
的精准性、科学性和一致性。同时，
健全协同高效的国有资产监管体
系，切实提升监管效能，维护好国有
资产安全，为企业改革发展营造良
好环境。

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3 年，围绕新一代移动通
信、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材料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信息等未来
产业，国务院国资委启动实施央企
战略性新兴产业焕新行动、未来产
业启航行动，并制定了一揽子政
策。中央企业 2023 年在战略性新
兴产业领域完成投资 2.18 万亿元、
同比增长32.1%。

“中央企业在光伏制氢、碳纤维
制造、汽车芯片等领域落地了一批
重点项目，在激光制造、量子通信、
卫星互联网等领域组建了一批新企
业，在电子科技、新能源、生态环保、
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推动了一批重
组整合，新产业新业态正在成为企
业的重要增长点。”国务院国资委秘
书长庄树新说。

据他介绍，下一步，国资央企将
以央企战略性新兴产业焕新行动、

未来产业启航行动为抓手，加快在
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和增加值
占比上取得关键进展，在央企布局
结构上实现战略转型。

具体措施包括：谋划推动一批
重大工程，遴选战略性新兴产业“百
项工程”，建设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群，实施人工智能AI+专项行动，
抓紧在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
重点领域形成标志性成果；加快以
技术突破支撑产业发展，加快培育
启航企业、领军企业、独角兽企业，
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深地深海、
激光制造等领域形成标志性产品。

此外，国资央企还将着力创新
中央企业、地方及各类所有制大中
小企业合作模式，强化跨企业、跨领
域协同，共建高效协同、良性发展的
产业生态，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基
金落地见效，切实以科技创新推动
产业创新。

推动央企重组整合进一步
走深走实

推进央企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
整合，是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
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

中国电科重组华录集团，中国
华能与 13 家央企的新能源项目开
展运维服务试点，整合邮轮运营资

源组建平台公司……2023年，国资央
企加大重组整合力度，在服务国家战
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集聚创新资
源、着力培育新动能等方面取得了积
极成效。

新的一年，央企重组整合将聚焦
哪些重点领域？“国务院国资委将按
照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有关
要求，围绕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
有企业的目标，推动重组整合工作进
一步走深走实。”国务院国资委副秘
书长、财管运行局局长李冰说。

他表示，2024 年，国资央企将结
合“十四五”规划落实，统筹谋划好重
组整合的主攻方向和重点任务，有计
划、有节奏地调整优化布局结构；突
出服务国家战略，稳妥实施战略性重
组和新央企组建，持续推动国有资本

“三个集中”。
值得关注的是，未来央企推进专业

化整合，将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李冰表示，下一步，将发挥央企

引领带动作用，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
融合集群发展特点，更大力度开展信
息通信、新能源、装备制造等领域专
业化整合，积极开辟新赛道、抢占新
高地、塑造新优势，深化产业链生态
圈战略合作，加快提升现代化产业体
系建设水平。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如何增强央企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
——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回应国资央企热点问题

新华社记者 王 希

拉萨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已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上述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由于无法对上述
人员用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送达《行政强制
执行催告书》现依法公告送达。限上述人员在催告

书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拉萨市交通运输综合行
政执法队领取该催告书，逾期未领取的，视为送
达。请上述人员在收到《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之
日起十日内，缴纳相应罚款及滞纳金。如上述人员
对此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的有关规定，可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5 日内到拉
萨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进行陈述和申辩。
逾期不陈述或者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
利。如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行政机关地址：金珠中路 13 号拉萨市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队

联系人：执法大厅
联系电话：0891-6862520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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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已将《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上述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由于无法对上述
人员用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送达《行政强制
执行催告书》现依法公告送达。限上述人员在催告

书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拉萨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
执法队领取该催告书，逾期未领取的，视为送达。
请上述人员在收到《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之日起
十日内，缴纳相应罚款及滞纳金。如上述人员对此
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有关

规定，可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5 日内到拉萨市交
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
述或者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如无
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
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行政机关地址：金珠中路 13 号拉萨市交通运输综
合行政执法队

联系人：执法大厅
联系电话：0891-6862520
特此公告。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记者魏玉坤、韩佳诺）今年，
我国将完善数字经济统计监测制度，制定普查年度数字
经济增加值核算方法，完善互联网经济统计调查制度。

这是记者24日从全国统计工作会议暨国家统计局
党建工作会议上获悉的。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2023年，国家统计局印发了数字经济统计监测工作方案
和监测制度，组织实施数字经济统计监测。进一步加强
数字经济统计监测核算是2024年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的
重要内容。

该负责人表示，今年还将深化碳排放统计核算，积
极推进能耗核算改革；深化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统计核
算改革，加强和完善异地产业活动统计核算；完善科技
创新领域统计，开展重点企业研发和企业创新季度专项
调查，反映企业创新活动情况。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登记工作已于1月 1日启动。
该负责人表示，今年将全力以赴完成现场登记，深入开
展普查宣传，强化普查数据质量全流程管理，扎实做好
普查数据发布和资料开发利用。

针对防治统计造假问题，该负责人表示，今年将把统
计数据真实准确作为统计部门最重要的政绩，巩固拓展统
计造假专项治理行动成效，扎实开展统计督察，加快推进
刚性制度建设，推动统计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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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月 24日电（记者
王悦阳、张辛欣）工业和信息化部24
日发布的 2023 年通信业统计公报
显示，经初步核算，2023 年电信业
务收入累计完成 1.68 万亿元，比上
年增长6.2%。按照上年价格计算的
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16.8%。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2023年我国通信业全力推进网

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促进数字
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行业
主要运行指标平稳增长，5G、千兆
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日益完备，各
项应用普及全面加速。

据了解，2023 年我国电信业发
展提质增效明显，新兴业务支撑作
用巩固，行业拓展数字化转型服务
成效凸显，业务结构呈现移动互联

网、固定宽带接入、云计算等新兴业
务“三轮”驱动特点。在电信业务收
入中三项业务收入占比分别为
37.8%、15.6%和 21.2%，对电信业务
总量的贡献率分别为36.9%、26.8%
和26.4%。其中，云计算和大数据收
入较上年增长37.5%，增势突出。

此外，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
展取得新突破。5G定制化基站、5G

轻量化技术实现商用部署；发布“手
机直连卫星”商用服务，在全球首次
实现大众消费类手机直连卫星双向语
音通话和短信收发通信服务；成功研
制并商用国内首款可重构5G射频收
发芯片——“破风 8676”，助力攻克
5G关键核心技术壁垒。经初步核算，
2023年行业研发经费同比增长9.8%，
高出收入增速3.6个百分点。

2023年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68万亿元 2023 年 全 国 黄 金 消 费 量 为
1089.69吨，同比增长8.78%。其中，
黄金首饰消费 706.48 吨，同比增长
7.97%；金条及金币消费299.60 吨，
同比增长15.70%；工业及其他用金
83.61吨，同比下降5.50%。

这是记者在中国黄金协会1月
25 日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信息。

中国黄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张永涛在会上分析说，2023年国内
消费市场恢复向好，黄金首饰加工

和零售企业不断在金饰产品设计上推
陈出新，推动我国黄金首饰消费需求
提升。同时，溢价相对较低的金条及
金币，也受到了有实物黄金投资需求
的消费者的青睐。

从生产端看，2023 年，我国国内
原料黄金产量为 375.155 吨，同比增
长 0.84%，其中，黄金矿产金完成
297.258 吨，有色副产金完成 77.897
吨。 2023 年，我国进口原料产金
144.134吨，同比增长14.59%。

（据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去年我国黄金消费量同比增长8.78%

新华社巴黎1月24日电（记者徐
永春）国际能源署24日发布的最新报
告预测，2025年全球核能发电量将创
历史新高。由于全球向清洁能源加
速转型，低排放能源将满足未来3年
全球新增电力需求。

这份名为《电力2024》的全球电
力市场发展和政策年度分析报告预
测，到2025年，随着法国核能发电量
攀升、日本几座核电站恢复运行，以
及一些国家的新反应堆投入商业运
营，预计全球核能发电量将达到历史
最高水平。

报告说，到2025年初，可再生能
源将超过煤炭，占全球总发电量的三

分之一以上。到2026年，包括太阳能、
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及核能在内的低
排放能源预计将占全球发电量的近
一半。

报告说，2023年由于发达经济体
用电量下降，全球电力需求增幅略放缓
至2.2%，但预计从2024年到2026年，
全球电力需求年均增幅将达到3.4%。
到 2026 年，全球电力需求增长的约
85%预计将来自发达经济体之外。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指
出，目前电力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任何其他行业都多。但令人鼓舞的是，
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增长和核电的稳步扩
张将满足未来3年全球新增电力需求。

国际能源署：全球核能发电量明年将创历史新高

聚焦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新一轮国企改革行动将如何发力？央企如何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央企重组整合
将聚焦哪些重点领域？国新办1月2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一一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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