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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促進消費，加快消費提質升級。要持續提
升傳統消費，積極發展服務消費，加快培育新型
消費，大力倡導綠色低碳消費。

◆優化投資結構，拓展投資空間。要加大製造業
投資支持力度，持續推進重點領域補短板投資，
系統布局新型基礎設施。

◆推動城鄉區域協調發展，釋放內需潛能。要推
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積極推動農村現代
化，優化區域經濟布局。

◆提高供給質量，帶動需求更好實現。要加快發
展新產業新產品，積極促進傳統產業改造提升，持
續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向高端延伸，着力加強標準質
量品牌建設。

◆健全現代市場和流通體系，促進產需有機銜
接。要提升要素市場化配置水平，加快建立公平
統一市場，建設現代流通體系。

◆深化改革開放，增強內需發展動力。要完善促
進消費的體制機制，推進投融資體制改革，優化
營商環境激發市場活力，發揮對外開放對內需的
促進作用。

◆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厚植內需發展潛力。要持
續優化初次分配格局，逐步健全再分配機制，重
視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

◆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夯實內需發展基礎。要保
障糧食安全，強化能源資源安全保障，推動應急
管理能力建設。

中國上月國民經濟保持恢復態勢

王毅：推動中馬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邁上新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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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消費提質升級 持續優化投資結構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

為深入貫徹落實落實「十四五」規劃
《綱要》和《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

（2022－2035年）》，中國國家發展改革
委近日也印發《「十四五」擴大內需戰略
實施方案》，對標對表《綱要》提出的八
個方面重點任務，針對「十四五」時期能
夠落實或取得明顯進展的工作，進一步細
化實化了相關政策舉措（表）。

共同富裕取得更明顯實質性進展
《綱要》表示，按照全面建設社會主義

現代化國家的戰略安排，展望2035年，實
施擴大內需戰略的遠景目標是：
消費和投資規模再上新台階，完整內需

體系全面建立；
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

代化基本實現，強大國內市場建設取得更
大成就，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以
創新驅動、內需拉動的國內大循環更加高
效暢通；
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城鄉居民人均收入

再邁上新的大台階，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
大，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城鄉區域
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
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
進展；
改革對內需發展的支撐作用大幅提升，

高標準市場體系更加健全，現代流通體系
全面建成；
中國參與全球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持

續增強，國內市場的國際影響力大幅提
升。

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
《綱要》指出，錨定2035年遠景目標，

綜合考慮發展環境和發展條件，「十四
五」時期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的主要目標
是：促進消費投資，內需規模實現新突
破；完善分配格局，內需潛能不斷釋放；
提升供給質量，國內需求得到更好滿足；

完善市場體系，激發內需取得明顯成效；
暢通經濟循環，內需發展效率持續提升。
《綱要》提出，要堅持問題導向，圍繞

推動高質量發展，針對中國中長期擴大內
需面臨的主要問題，特別是有效供給能力
不足、分配差距較大、流通體系現代化程
度不高、消費體制機制不健全、投資結構
仍需優化等堵點難點，部署實施擴大內需
戰略的重點任務。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
系，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支撐暢通國
內經濟循環。
《綱要》還從全面促進消費、加快消費

提質升級，優化投資結構、拓展投資空
間，推動城鄉區域協調發展、釋放內需潛
能，提高供給質量、帶動需求更好實現等
方面提出了要求。

引導民間資本參與新型基建
在「深化改革開放，增強內需發展動

力」部分，《綱要》強調要用足用好改革
這個關鍵一招，實行更高水平開放，能夠
為深挖國內需求潛力、拓展擴大最終需求
提供強大動力。要聚焦重點領域重點問
題，加強改革開放舉措的系統集成、協同
高效，完善促進消費、擴大投資的制度安
排，為國內市場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和活力。其中提到，加大對民間投資支持
和引導力度。堅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
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
公有制經濟發展，促進公有制經濟和非公
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完善支持
政策，發揮政府資金引導帶動作用，引導
民間資本參與新型基礎設施、新型城鎮
化、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和補短板領域建
設。鼓勵民營企業增加研發投入。鼓勵和
引導非國有資本投資主體通過參股控股、
資產收購等多種形式，參與國有企業改制
重組。切實保護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培
育和維護公平競爭的投資環境。加強對民
營企業的服務、指導和規範管理。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中共中央、國務院近日印發《擴大內需戰略

規劃綱要（2022－2035年）》（以下簡稱《綱要》）。全文約2萬字的

《綱要》指出，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是加快構

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必然

選擇，是促進中國長遠發展和長治久安的戰略決策。

冀出台更多切實改革措施促消費復甦
中國新一輪擴大內需戰略的綱

領性文件14日重磅出爐，這份約2
萬字的頂層設計文件，旨在為解決中國經濟穩增長
的當務之急以及投資消費轉型升級長遠之憂，提振
信心和指明方向。

二十大報告和「十四五」規劃中都提到要實施擴
大內需戰略，這也是中國經濟應對外部衝擊、穩定
經濟運行的經驗法寶。在1998年和2008年，當時
均面臨外需下行，政策啟動內需對沖。而當前中國
經濟也面臨外需大幅下行，出口連續兩個月同比下
降，房地產市場低迷，主要基建投資支撐增長，必
須盡快啟動擴大內需戰略。

而與此前兩輪擴大內需有所不同的是，當前全球

產業分工體系和區域布局正在深刻調整，能源資源
等供應穩定性下降，全球經濟原有供需循環受到干
擾甚至被阻斷，中國面臨一些國家試圖通過脫鈎斷
鏈等方式施壓，阻礙經濟轉型升級。與此同時，中
國也面臨人口老齡化加速，勞動力、土地等傳統優
勢弱化，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等問題。在此背景下，
中國提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
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1998年擴大內需戰略的抓手是基建，2008年在
基建的基礎上加大促進房地產投資和消費，而此輪
擴大內需，擴基建投資、製造業投資以及穩定房地
產市場仍是關鍵抓手。與以往不同的是，如今要將
更多資金、資源，投向對外依賴度高，可能會出現

斷供斷鏈的領域，加快補短板；投向有需求但未得
到有效滿足的領域，比如優質品牌商品，育幼養
老、健康文化等高品質生活性服務業，綠色生態產
品等；以及投向適應新一輪產業和科技革命大趨勢
的新產業、新技術、新產品等。

擴大消費是擴大內需的重要內容，此次文件提到
要持續強化消費的基礎性作用。不過從統計數據
看，中國消費所貢獻的經濟增速仍有待提高，目前
經濟增長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還比較重。特別是居
民消費信心和可支配收入增長在疫後如何提振和恢
復，是急切解決的問題，期待後續出台更多切實可
行的改革措施推動消費復甦。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中國國家統計局
15日發布數據顯示，11月份，國民經濟保持
恢復態勢，投資規模繼續擴大，市場價格總體
平穩，新動能持續成長，民生保障有力有效，
經濟社會大局穩定。

基礎設施投資連續7月回升
數據顯示，1至11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

（不含農戶）520,043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5.3%。其中基礎設施投資同比增長8.9%，增
速比1至10月份加快0.2個百分點，連續七個
月回升。國家統計局投資司首席統計師羅毅表
示：「適度超前開展基礎設施投資，加快布局
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薄弱領域補短板，有
力支撐了基礎設施投資回升。」
11月份，本土疫情波及全國多數省份，居

民出行減少、消費場景受限，非必需類商品銷

售和聚集型消費受到明顯衝擊。數據顯示，11
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5.9%，
其中，商品零售下降5.6%。市場規模佔社會
消費品零售總額比重較大的出行類商品銷售下
降，對消費市場影響較大。同時，餐飲等接觸
式消費受到較大衝擊，11月餐飲收入同比下
降8.4%。

線上消費釋放帶動作用明顯
儘管線下消費受到影響，但線上消費需求釋

放帶動作用明顯。1月至11月，中國實物商品
網上零售額同比增長6.4%，增速明顯快於線
下商品銷售，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為
27.1%，比1月至10月提高0.9個百分點，自9
月起佔比連續提升。
數據顯示，工業生產持續增長，現代服務業

增勢較好。1至11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

加值同比增長3.8%，較1至10月份小幅回落
0.2個百分點。其中，新能源、新動能產品高
速增長，彰顯工業經濟韌性。
就業形勢基本穩定，居民消費價格同比漲幅

回落。1至11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平均
值為5.6%。11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
5.7%，比上月上升0.2個百分點。11月份，全
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1.6%，漲幅比
上月回落0.5個百分點。
國家統計局有關負責人表示，總的來看，11

月份國民經濟頂住國內外多重超預期壓力，保持
恢復態勢，總體運行在合理區間。但國際環境更
趨複雜嚴峻，國內經濟恢復基礎仍不牢固。下階
段，要更好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更好
統籌發展和安全，扎實落實穩經濟各項政策措
施，着力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着力激發市
場活力，推動經濟運行整體好轉。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4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同馬來西亞
新任外長贊比里視頻會晤。王毅表示，中馬是跨
越千年的好朋友、好夥伴，在兩國領導人戰略引
領下，中馬關係始終保持健康穩定大方向。無論
國際國內形勢如何變化，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的
友好情誼始終不變。中方願同馬新政府接續友
誼，深化合作，以明年中馬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建
立10周年和後年兩國建交50周年為契機，推動中
馬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邁上新台階。

王毅表示，雙方要加強高層交往和戰略溝通，
用好中馬合作高級別委員會、戰略磋商等雙邊機
制，統籌推進各領域合作，朝着構建中馬命運共
同體的大方向共同努力。繼續高質量共建「一帶
一路」，實施好東海岸鐵路等重點項目，推動
「兩國雙園」提質升級，打造更多合作新增長
點，共同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加強人文交流合
作，推動兩國人員往來、旅遊合作、文化交流早
日重回正軌。
王毅指出，中方支持東盟團結和東盟在區域架構

中的中心地位，願同馬方等東盟國家一道，持續推
進和平、安寧、繁榮、美麗、友好「五大家園」建
設，攜手推動可持續復甦與發展，合力應對全球性
挑戰，共同維護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
贊比里表示，馬方願同中方一道，繼續深化經

貿、投資、基礎設施、氣變、醫藥等領域務實合
作，互採所長，共同發展。馬方期待同中方加強文
明交流互鑒，促進伊斯蘭文明與儒家文化間的溝通
對話，增進兩國人民相互了解。馬方也願同中方共
同推進東盟中國合作，攜手維護地區和平穩定。雙
方還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地區問題交換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北京時間
12月15日2時25分，中國在西昌衛星發射
中心使用長征二號丁運載火箭，成功發射
遙感三十六號衛星。這是中國長征系列運
載火箭在2022年的第50次發射，長征系列
運載火箭年發射次數首次邁上50大關。
長征二號丁運載火箭是由中國航天科技

集團八院抓總研製的常溫液體二級運載火
箭，具有可靠性高、經濟性好、適應性強
等特點，可支持單星、多星並聯、串聯、
搭載等多種形式的發射需求。其太陽同步
圓軌道運載能力可達1.3噸（軌道高度700
公里）。
2022年度長征二號丁運載火箭圓滿完成

了15次發射任務，刷新型號年度發射次數
的新紀錄，創造了國內單一運載型號年度
發射量的里程碑。自1992年8月9日成功首
飛以來，長征二號丁運載火箭取得了72次
任務全勝的戰績。
本次發射是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第455次飛

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當
地時間12月13日，在加拿大蒙特利爾
舉行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第十
五次大會期間，聯合國表彰了包括中國
的「山水工程」在內的全球各地十項
「世界生態恢復旗艦項目」，這些倡議
合到一起旨在恢復6,800多萬公頃的土
地和海岸線，在防止和扭轉全球自然棲
息地退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些倡議項目是在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和糧食及農業組織牽頭的「聯合國生態
系統恢復十年」倡議下從150多個全球
各地的項目中選出的。橫跨從中美洲到
東亞的23個國家，並尋求創造近1,500
萬個可持續的就業崗位。這些項目的實
現生態系統恢復最後期限是2030年，這
也是聯合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最後
期限。
聯合國環境署執行主任安諾生表示，

轉變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是扭轉氣候變
化、自然和生物多樣性喪失以及污染和
廢物這三重地球危機的關鍵。
安諾生說：「這十個首批世界生態恢

復旗艦項目表明，只要有政治意願、科
學和跨境合作，我們就能實現聯合國生
態系統恢復十年的目標，不僅為地球，
也為我們這些以地球為家的人打造一個
更可持續的未來。」
中國的「山水工程」結合了75個大型

項目，旨在恢復中國從山脈到沿海河口
的生態系統。工程於2016年啟動，基於
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
理，其項目與國家空間規劃相脗合，在
景觀或流域範圍內開展工作，包括農業
和城市地區以及自然生態系統，並尋求
促進多個地方產業。而且所有項目都包
括生物多樣性目標。

◆15日，中國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使用長征二號丁運載火箭，成功將遙
感三十六號衛星發射升空。 新華社

長征火箭年發射數首邁50大關

◆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兼外長王
毅同馬來西亞新任外長贊比里視頻會晤。 新華社

◆「中國山水工程」入選聯合國首批十大「世界
生態恢復旗艦項目」。 視頻截圖

◆◆官方表示，市場銷售受疫情短期衝擊明顯，
但消費市場發展韌性持續顯現。圖為福州市民
15日在超市選購商品。 中新社

◆◆《《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22－－20352035年年）》）》指出指出，，培育培育
完整內需體系是促進中國長遠發展和長治久安的戰略決策完整內需體系是促進中國長遠發展和長治久安的戰略決策。。圖圖
為重慶市一間公司為重慶市一間公司，，工人在生產車間忙碌工人在生產車間忙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