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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

事唐雷先生的书面辞职函。唐雷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

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唐雷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唐雷先生的辞职

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申请自送达之日起生效。

唐雷先生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唐雷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恪

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对唐雷先生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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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據新華社消息，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
主任習近平昨日下午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
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加強數字政府
建設的指導意見》、《關於進一步推進省以下財政體
制改革工作的指導意見》、《關於建立健全領導幹部
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評價指標體系的意見》、
《 「十四五」時期完善金融支持創新體系工作方
案》、《關於完善科技激勵機制的若干意見》。

習近平在主持會議時強調，要全面貫徹網絡強國戰
略，把數字技術廣泛應用於政府管理服務，推動政府
數字化、智能化運行，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
力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要理順省以下政府間財政關
係，使權責配置更為合理，收入劃分更加規範，財力
分布相對均衡，基層保障更加有力，促進加快建設全
國統一大市場、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動高質
量發展。要貫徹依法依規、客觀公正、科學認定、權
責一致、終身追責的原則，着力構建科學、規範、合
理的審計評價指標體系，推動領導幹部切實履行自然
資源資產管理和生態環境保護責任。要聚焦金融服務
科技創新的短板弱項，完善金融支持創新體系，推動

金融體系更好適應新時代科技創新需求。要堅持面向
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
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樹立勇擔使命、潛心研究、
創造價值的激勵導向，營造有利於原創成果不斷湧
現、科技成果有效轉化的創新生態，激勵廣大科技人
員各展其能、各盡其才。

會議指出，加強數字政府建設是創新政府治理理念
和方式的重要舉措，對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法治
政府、廉潔政府、服務型政府意義重大。要把堅持
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貫穿數字政府建設各領域各環
節，堅持正確政治方向。要把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
的嚮往作為數字政府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打造
泛在可及、智慧便捷、公平普惠的數字化服務體
系，讓百姓少跑腿、數據多跑路。要以數字化改革
助力政府職能轉變，統籌推進各行業各領域政務應
用系統集約建設、互聯互通、協同聯動，發揮數字
化在政府履行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
共服務、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職能的重要支撐作
用，構建協同高效的政府數字化履職能力體系。要
強化系統觀念，健全科學規範的數字政府建設制度
體系，依法依規促進數據高效共享和有序開發利

用，統籌推進技術融合、業務融合、數據融合，提
升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跨業務的協
同管理和服務水平。要始終綳緊數據安全這根弦，
加快構建數字政府全方位安全保障體系，全面強化
數字政府安全管理責任。

從嚴查處違法違規舉債融資行為
會議強調，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加強財

稅體制改革頂層設計，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
任劃分改革向縱深推進，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進一步
理順，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改革持續深化，權責清晰、
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逐步形
成。要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在中央和地方分稅
制的原則框架內，遵循健全政府間財政關係的基本原
則，清晰界定省以下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理順省以
下政府間收入關係，完善省以下轉移支付制度，建立
健全省以下財政體制調整機制，規範省以下財政管
理。要通過完善財政制度，破除地方保護主義、消除
市場壁壘，健全持續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保障
制度和標準體系，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
地區、欠發達地區的財政支持力度，完善區域支持政

策，推動建立縣級財力長效保障機制。要壓實地方各
級政府風險防控責任，完善防範化解隱性債務風險長
效機制，堅決遏制隱性債務增量，從嚴查處違法違規
舉債融資行為。要嚴肅財經紀律，維護財經秩序，健
全財會監督機制。

會議指出，建立領導幹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制
度，從2015年開展試點，到2017年全面推開，在嚴格
生態文明制度執行方面形成強有力的制度約束。

加快推進金融支持創新體系建設
會議強調，加快推進金融支持創新體系建設，要聚

焦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科技成果轉化、科技型和創新
型中小企業、高新技術企業等重點領域，深化金融供
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科技信貸服務能力建設，強化
開發性、政策性金融機構在職責範圍內服務科技創新
作用，增強銀行業金融機構為承擔國家重大科技創新
任務企業服務能力，提升多層次資本市場直接融資功
能，發揮保險和融資擔保機構風險分擔作用，強化金
融支持科技創新的外部支撐。

會議指出，科技激勵是促進科技創新的重要保障，
對釋放科技創新潛力、激發創新活力具有重要作用。

中央深改委：把數字技術用於政府管理服務

一季度央企貢獻卓著
穩增長仍是第一要務

具體進展體現在六大方面
深圳綜合改革試點具體的進展情況主要體現在六大

方面。孟瑋表示，一是要素市場化配置方面，深圳
證券交易所創業板註冊制改革以來，新增上市公司
302家，累計股票融資5439億元。率先開展契約型基
金商事登記試點，一批優質私募管理機構落戶深
圳。

二是營商環境優化方面，破產制度改革成效顯著，
收到個人破產申請1084件，審理終結個人破產案件89
宗，在一批企業破產程序中與香港法院實現互認。新
型知識產權法律保護改革有序推進，全國首例 「知識
產權行政禁令」落地實施，首次通過司法認定人工智
能生成文章構成作品、權利人享有著作權。

三是科技創新環境方面，出台外籍 「高精尖缺」人
才認定標準，已為符合條件的人才簽發《外國高端人

才確認函》440餘份。在37家科研機構開展科技成果
賦權改革，完成職務科技成果分割確權160多件。

四是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方面，在稅務、建築、規
劃、旅遊服業等領域，實現港澳專業人才免試跨境執
業，截至目前，69位港澳涉稅專業人士、6家合資稅
務師事務所完成行政登記，324名香港建築和29名規
劃專業人士辦理執業登記。首單國際航行船舶保稅燃
料油在深圳鹽田港加注成功。

五是民生服務供給方面，穩步推進國際前沿藥品應
用試點，13 種臨床急需藥品和 3 種醫療器械獲批使
用。118名港澳籍醫師在深取得醫師執業證書，37位
港籍顧問醫生在深圳獲得正高級職稱證書。

六是生態環境和城市空間治理方面，氣候投融資改
革制度框架下第一批入庫項目成功融資，深圳首宗二
三產業混合用地掛牌成交，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綜合效
益。

孟瑋指出，同時，改革與立法實現有效聯動。國務
院批覆同意在深圳市暫時調整實施4部行政法規的相
關規定，為遊艇自由行實行免擔保、國際船舶登記改
革等提供重要法治保障。新制定個人破產條例、數據條
例等7部經濟特區法規，人工智能等一批新興領域立法
加快推進，有效填補相關領域制度空白。「後續，我們將
會同有關方面，指導深圳對綜合改革試點進行全面總
結，推動改革不斷深化，取得更多成果。」

發改委：深圳綜改成效顯現
首批40條授權事項全面落地

【香港商報訊】駐京記者敖雷報
道：2020年10月，深圳綜合改革
試點方案發布。目前，深圳綜合改
革試點首批40條授權事項已全面
落地。昨日，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
人孟瑋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一年
多來，首批40條授權事項全面落
地實施，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
革成效持續顯現，主要體現在要素
市場化配置、營商環境優化、科技
創新環境等六大方面。國家發改委
後續將會同有關方面指導深圳對綜
合改革的試點進行總結，不斷的推
動改革深化，取得更多的成果。

【香港商報訊】記者伍敬斌報道：昨日，在國新
辦舉行的一季度央企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布會上，
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秘書長、新聞發言
人彭華崗表示，一季度央企經濟效益穩步提升，近
六成企業凈利潤實現兩位數增長，社會貢獻進一步
彰顯。專家認為，央企能夠在今年一季度實現逆勢
增長，主要還是有關方面早動手、早布局，延續了
去年底的態勢。不過，由於三月、四月國際局勢和
疫情原因，未來央企或將遭受較大壓力，保供穩價
或將是當務之急。

提前布局實現較快增長
近日，有數據顯示， 今年一季度中央企業累計

實現凈利潤 4723.3 億元，同比增長 13.7%，近六成
企業凈利潤實現兩位數增長；累計實現利潤總額
6179.3億元，同比增長14.6%。彭華崗表示，一季度
中央企業上交稅費7348億元，同比增長20.9%，明
顯高出企業營業收入、利潤總額和凈利潤增速。中
央企業在全力保障能源電力供應，高質量服務保障
北京冬奧會和冬殘奧會，馳援吉林、上海等地抗擊
疫情等方面也是積極作為，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一季度，央企為何能實現
較快增長？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在接受
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今年國家針對央企提出了
「開門紅、開局穩」的目標，提前謀劃、布局了一

批項目，早動手，延續了去年年底的態勢，在 「十
四五」期間的很多項目都提前開工了，因此一季度
央企實現了較好的增長。分行業看，央企中石油、
天然氣、軍工等一些行業發展較快，動力也很足，
但也有一些表現不佳的，如航空、物流和旅遊這些
行業，這反映出受疫情影響的兩極分化狀況。此
外，俄烏衝突導致的能源價格上漲、物流壓力，也
都給部分央企造成了一定壓力。

未來央企增長恐承壓
實際上，受俄烏衝突、疫情演變等外部因素影

響，中央企業經濟運營也面臨較大下行壓力，存在
着很多困難和挑戰。李錦認為，從三月開始，部分
央企受到負面因素的影響就已較大，到四月的話這
一狀況會更加明顯，基本上應該是下降的趨勢。因
為這段時間，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都受到了疫
情的打擊，俄烏局勢又使得進出口受到影響，基本
可以預料中國經濟今年二季度要保持去年同期的增
長是難度較大了，所以央企的表現也將有所下降。
在這樣的形勢下，穩增長仍然是央企的第一要務，
央企應該統籌抓好生產經營和疫情防控，強化科學
精準防控，完善應急預案，抓細抓實防控舉措，最
大限度減少疫情對企業經營發展的影響，在進一步
做好穩價保供的同時，科技創新也不可放鬆。

此外，近年來，由於疫情、貿易爭端和國際局勢
等問題，民企普遍承壓，資金鏈斷裂的現象比較嚴
重。今年民企受到的壓力只會更大，因此目前民企
的處境仍然值得關注。

【香港商報訊】駐京記者敖雷報道：國家發
改委新聞發言人孟瑋在昨日新聞發布會上指
出，國家統計局前日公布了一季度的經濟數
據，各方面都高度關注。今年以來，面對更為
複雜嚴峻的國內外發展環境，面對經濟下行壓
力加大和一些超預期因素的出現，一季度GDP
同比增長4.8%，經濟運行保持了總體平穩，發
展質量效益有所提高，實屬不易。她稱，疫情
對國內需求的影響是階段性的，隨着疫情得到
有效管控、政策效應逐步顯現，正常經濟秩序
將快速恢復，經濟運行會回歸正常軌道。

近期，全國多地出現了聚集性疫情，是否會
抑制短期內消費和投資反彈？

對此，孟瑋強調，疫情對國內需求的影響是
階段性的。隨着疫情得到有效管控、政策效應
逐步顯現，正常經濟秩序將快速恢復，經濟運行
會回歸正常軌道。我們可以看到，前期受疫情影
響較大的深圳等地，目前已陸續恢復正常生產生
活秩序，消費、投資需求都在逐步回升，這說
明，企業適應形勢變化的能力很強，中國經濟發
展的韌性很強，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

孟瑋表示，下一步，國家發改委將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
社會發展，會同有關方面加大宏觀政策實施力度，政策舉
措靠前發力、適度加力，並積極謀劃更大力度的政策舉
措，強化政策協調聯動，着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具體有
下面幾項措施：一是着力擴消費促投資，二是加大助企紓
困力度，三是堅決守好民生底線。發改委將密切跟蹤研判
國內外形勢發展變化，針對可能遇到的各種不確定性，制
定完善各類應對預案，加強政策儲備，及時出台有力措
施，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發改委：疫情影響只是階段性

發改委發布會現場。 香港商報記者敖雷 攝

【香港商報訊】綜合消息，國家衞健委昨日通
報，18日內地新增確診個案3316宗，其中境外輸入
19宗，本土3297宗。新增無症狀感染者18284宗，
其中境外輸入97宗，本土18187宗。新增死亡個案
7宗，均為本土病例，在上海。

18 日內地新增本土確診 3297 宗，分布在 19 個省
份，其中上海3084宗，佔比超過93%。當日新增本土
無症狀感染者18187宗，近13天來首次低於2萬宗。

當日新增死亡病例7宗，均為上海市報告。據官
方消息，7名死者年齡從60歲到101歲，合併冠心
病、糖尿病、高血壓、腦梗後遺症、腦出血等嚴重
基礎疾病，且均未接種新冠疫苗，入院後病情加
重，搶救無效死亡，直接的死亡原因是由基礎疾病
導致。

國家衞健委昨日介紹稱，3月1日至4月18日，
內地累計報告本土感染者497214宗，波及除西藏以
外的所有省份。近一段時間，全國疫情形勢呈現逐
漸企穩態勢，但地區之間交叉輸入影響明顯，各地
動態清零的任務十分艱巨。

上海本輪疫情累計感染逾39萬宗
截至18日24時，上海市本輪疫情累計報告本土

感染者逾39萬宗。據上海市官方介紹，4月15日以
來，上海已累計完成核酸篩查3700餘萬人次。19日
開始，全市將連續3天在封控區開展核酸篩查，並
將於20日同時在管控區開展核酸篩查。

吉林省18日新增本土確診88宗，自3月11日以
來日增本土確診病例首次降至兩位數。

國家衞健委昨日對上海市和吉林省目前疫情形勢
作出研判：上海市近日疫情仍處於高位，社區傳播
風險依然較高，防控形勢依然嚴峻，防控任務仍十
分艱巨緊迫。吉林省吉林市疫情持續好轉；長春市
疫情呈現下降態勢，但由於感染基數大，社區風險
未完全排除。

內地疫情形勢漸企穩
滬仍有社區傳播風險

【香港商報訊】央行近日對外發布消息稱，今年
以來，其靠前發力加快向中央財政上繳結存利潤，
截至4月中旬已上繳6000億元人民幣，全年將總計
上繳11000多億元結存利潤。對此，央行貨幣政策
委員會委員王一鳴昨日表示，央行上繳利潤效果勝
過降準，有利於提振有效需求。

王一鳴認為，央行上繳結存利潤有利於助企紓
困、穩就業保民生。央行上繳結存利潤主要用於留
抵退稅和增加向地方政府轉移支付，直達實體經濟，
切實增加市場主體手中的「真金白銀」，支持助企紓
困、穩就業保民生。央行上繳超萬億元近年結存利
潤，有力支持今年可用財力明顯增加，提升財政預
算支出增長水平，對穩增長將起到重要作用。

王一鳴表示，央行利潤上繳不僅投放了1萬多億
元的基礎貨幣，而且拉動M2增速約0.5個百分點。
央行上繳的利潤經財政支出後，直接進入企業和居
民手中，改善了居民和企業部門資產負債表，提振
有效需求。

「從效果看，央行上繳的利潤勝過降準。」王一
鳴稱，盡管央行利潤上繳所投放的流動性，相當於
降準0.5個百分點，但降準是增加商業銀行的可用
資金，不一定直接帶來信貸，而央行上繳的利潤將
下沉基層、直達市場主體，實實在在增加市場主體
開展經濟活動的收入，激發微觀主體活力，加大對
保市場主體的支持。

央行繳利效果勝降準
有利於提振有效需求

圖為深圳濱海大道交通綜合改造工程項目建設工地。該項目建成後，地面連接深圳灣公園，地下行車，形成
「地面+地下」 立體交通。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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