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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戏曲晚会在京

举行，习近平等出席观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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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接见 2023年度

驻外使节工作会议

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

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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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而行 国家高新区发力2024年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

二〇二四年新年贺词。

新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发布新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发布

▶ 本报记者 张伟

全国政协举行新年

茶话会，习近平发表

重要讲话。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文章《以

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

北交所成小巨人企业

重要融资平台

多项“第一”

凸显北京科创底色

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引关注

2024 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是实现“十

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为推进国家

高新区在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前列，连日来，各地

国家高新区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2024年重点工

作。

2024 年 1 月 1 日，无锡高新区(新吴区)召开

2024“双招双引”动员大会，以“新年第一会”形式

部署工作：今年，无锡高新区计划招引超亿元以

上重大产业项目183个，其中总投资10亿元以上

项目24个、50亿元以上项目4个，100亿元（含）以

上项目2个；新批协议外资超3000万美元项目15
个。同时，实施科技项目招引“373”计划，全年新

招引 30个未来可上市科技项目、700个符合高企

培育科技项目、3000个高质量科技项目。

翻开新一年“双招双引”目标任务书，无锡高

新区增加了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未来产业

等五大类全产业链建设目标，力争今年引进先进

制造业项目总投资 1000亿元，未来产业项目 200
个、总投资 300亿元，高端软件项目 150个、数字

创意项目15个、高端商贸项目86个。

2023年 12月 31日，南阳高新区党工委召开

2024年度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聚焦招大引强，培

育产业发展新动力。力争 2024年招引亿元以上

项目50个、合同引资金额突破500亿元。2024年

谋划实施河南省、南阳市重点项目共80个。

2023年 12月 30日，珠海高新区召开党工委

(扩大)会议暨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用 3年时间奋

力推动地区生产总值超 500亿元，工业产值规模

超千亿元，实现软件和信创、新能源和智能电网

两大集群产业规模达 300亿元，人工智能和机器

人、数字经济两大集群产业规模超百亿元。2024
年形成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新能源和智能电网等4个百亿元级产业集群，

加快布局低空经济、类脑智能、数字孪生、细胞与

基因等未来产业。

2023年 12月 29日，中共包头稀土高新区工

委召开 2023年第 38次(扩大)会议暨经济工作会

议，提出 2024年全力建设“全国最大的稀土新材

料基地”，全力建设“全球领先的稀土应用基地”，全

面提升稀土产业话语权；全力推动晶硅光伏产业集

聚成势，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发展未来

产业等，铆足劲迈进国家高新区50强。

2023年 12月 26日至 27日，昆山高新区召开

经济社会发展务虚会，系统谋划2024年重点任务

和落实措施，提出全力做好对外开放、科技创新、

发展载体、数字经济、安全稳定、规范管理 6篇文

章，按照“时间表”“路线图”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

作，加快打造产业高地、科创高地、人才高地、宜

居高地、民生高地。

近日，兰州高新区管委会召开2023年工作总

结和2024年工作谋划专题会议，提出聚焦打造兰

州市“6+X”先进制造产业集群，坚定不移培育壮

大生物医药首位产业，全力推进高端制造、新材

料特色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加强未来产业布局，

不断提高兰州高新区竞争力。

此外，焦作高新区召开2024年重点项目谋划

会，蚌埠高新区党工委召开 2024年工作务虚会，

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召开 2024年经济和社

会发展工作研讨会，济宁高新区召开2024年重点

工作谋划专题会……

务虚求实，谋定而动。2023年12月21日，全

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召开，工信部部署2024
年重点任务，提出打造“火炬”品牌升级版，推进

园区提质增效，启动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

区。国家高新区锚定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

务，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力求突出重点、把握关

键、向新而行，在新的一年，新步伐走得更加坚

实、更有力量、更见神采、更显底气。

20232023年年前前1111个月个月
全国新增减税全国新增减税降费降费超超11..88万亿元万亿元
本报讯（记者 叶伟）近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2023年1月至11

月，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18125.09亿元。其中，中小微企业受

益最明显，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11203.37亿元，占比61.8%。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政策之一。

2023年3月，我国将符合条件的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75%统一

提高到100%，并作为制度性安排长期实施。同时，新增2023年7月预缴

申报期作为政策享受时点。

作为工信部首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青岛崂山海纳光电环保集

团有限公司致力于生产环保技术装备，近年来其研发投入占比超

15％。该公司总经理吴富强表示，能够不遗余力创新研发，得益于国家

政策的大力支持，仅 2023年前三季度企业就享受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减免所得税253万元。

据悉，2023年以来，我国延续优化完善一系列税费优惠政策，为企

业减负担添动力，助力经济发展持续向好。税务部门不断优化服务举

措，精准推送优惠政策，打好税惠“组合拳”，让政策红利惠及纳税人缴

费人。

1111部门部署部门部署““信号升格信号升格””专项行动专项行动
本报讯（记者 叶伟）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个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开展“信号升格”专项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专项行动》），提

出到 2024年年底，超过 8万个重点场所实现移动网络深度覆盖，2.5万

公里铁路和 35 万公里公路、150 条地铁线路实现移动网络连续覆盖。

移动网络下行均值接入速率不低于 200Mbps，上行均值接入速率不低

于40Mbps，卡顿、时延等主要业务指标加快改善，移动网络达标速率占

比不低于90%。

《专项行动》提出，到 2025年年底，超过 12万个重点场所实现移动

网络深度覆盖、3万公里铁路和50万公里公路、200条地铁线路实现移动网

络连续覆盖。5G网络覆盖深度和广度持续完善，5G流量占比显著提升。

移动网络下行均值接入速率不低于220Mbps，上行均值接入速率不低于

45Mbps，卡顿、时延等主要业务指标全面优化，移动网络达标速率占比

不低于95%。

为实现上述目标，《专项行动》分别从加强重点场景网络覆盖、加快

重点业务服务提升、强化资源要素高效协同、促进监测评测水平提升等

方面提出四大主要任务。其中，在加强重点场景网络覆盖方面，《专项

行动》面向政务中心、文旅、医疗机构、高等学校、交通枢纽等11个重点

场景，明确提出了2024年和2025年的覆盖目标。

此外，在加快重点业务服务提升方面，《专项行动》部署优化互联网

应用基础设施部署、完善互联网业务感知关键指标监测分析、加强新技

术应用和产品方案研发等任务。在强化资源要素高效协同方面，部署

了推进跨行业规划衔接和标准落实、保障重点场所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通行权、加强通信基础设施用能保障等任务。

本报讯（记者 王丹萍） 近日，国

家发展改革委修订发布《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24 年本）》，在行业类目、条

目设置和表述规范等方面作出新规

定。《目录（2024 年本）》自 2024 年 2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据悉，《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是

引导社会投资方向、政府管理投资项

目，制定实施财税、信贷、土地、进出口

等政策的重要依据。

《目录（2024 年本）》共有条目 1005
条，由鼓励、限制和淘汰 3 类目录组成，

其中鼓励类 352 条、限制类 231 条、淘汰

类 422条。

《目录（2024 年本）》提出，鼓励类主

要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

的技术、装备及产品；限制类主要是工

艺技术落后，不符合行业准入条件和有

关规定，不利于安全生产，不利于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督促改造和禁

止新建的生产能力、工艺技术、装备及

产品；淘汰类主要是不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严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安全生产

隐患严重，阻碍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需要淘汰的落后工艺技术、装备及

产品。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之外

的，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规定的属于允许类，不列入《目录》。

值得一提的是，与上一版相比，《目

录（2024 年本）》鼓励类新增了“智能制

造”“农业机械装备”“数控机床”“网络

安全”等行业大类及相关领域有利于产

业优化升级的条目，限制类、淘汰类中

新增了“消防”“建筑”行业大类及相关

领域不符合绿色发展和安全生产要求

的条目。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目录（2024 年本）》坚持把发展经济

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

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

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加快构建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

特征和符合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

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是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持续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推动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不断引领产

业向中高端跃升。以智能制造为主攻

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加

快推广应用智能制造新技术，推动制造

业产业模式转变。鼓励绿色技术创新

和绿色环保产业发展，推进重点领域节

能降碳和绿色转型，坚决遏制高耗能、

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

二是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加

快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提高先进产能比

例，有效扩大优质供给。依法依规化解

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壮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数字经

济，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构建产业发展

新引擎。扎实推进农业现代化，巩固和

提高粮食、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强化

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加快发展物联

网，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优化基

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

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三是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

补齐短板。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积聚力

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

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推进产业

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提升战

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加强重点领域

安全能力建设，增强产业体系抗冲击能

力，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

应链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四是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

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

代农业深度融合，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新

路径。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

价值链高端延伸，加快发展研发设计、

现代物流、法律服务等服务业，加快推

进服务业数字化。推进服务业标准化、

品牌化建设。

近日，“逐梦寰宇问苍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成就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成就展分为光辉历程、辉煌成就、未来

展望等板块。此次展览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展期50天。图为在“逐梦寰宇问苍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成就展”上拍摄的空间站天

和核心舱模型。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摄

1月 1日，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现场登记工作正式启动。图

为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光明路街道普查员在一家连锁药店登记

普查信息。 新华社发（孙中喆/摄）

习近平会见中国援外

医疗队派遣60周年纪

念暨表彰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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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机接口技术

有望十年内商用

市场竞争加剧

动力电池开启“淘汰赛”

4版

三部门发文调整

新能源车购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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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深圳科技创新亮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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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