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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 全面發展協商民主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3月1日出版的第5

期《求是》雜誌將發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強和改進人民政
協工作 全面發展協商民主》。這是習近平總書記
2013年 2月至2023年 6月期間有關重要論述的節
錄。

人民政協制度具有獨特優勢
文章指出，人民政協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列寧
主義統一戰線理論、政黨理論、民主政治理論同中
國實際相結合的偉大成果，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民
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人民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在
政治制度上進行的偉大創造。在中國共產黨領導

下，人民政協堅持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服務黨和
國家中心任務，在建立新中國和社會主義革命、建
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實
踐證明，人民政協制度具有多方面的獨特優勢。
文章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總結經驗，
對人民政協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主要有以
下幾個方面。一是加強黨對人民政協工作的領
導。二是準確把握人民政協性質定位。三是發揮
好人民政協專門協商機構作用。四是堅持和完善
我國新型政黨制度。五是廣泛凝聚人心和力量。
六是聚焦黨和國家中心任務履職盡責。七是堅持
人民政協為人民。八是以改革創新精神推進履職
能力建設。新形勢下，我們必須把人民政協制度

堅持好、把人民政協事業發展好，增強開展統一
戰線工作的責任擔當，把更多的人團結在黨的周
圍。

健全各種制度化協商平台
文章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
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從中國土壤
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它不僅符合當代中國
實際，而且符合中華民族一貫倡導的天下為公、兼
容並蓄、求同存異等優秀傳統文化，是對人類政治
文明的重大貢獻。要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
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堅持黨的領導、統一戰
線、協商民主有機結合，堅持發揚民主和增進團結

相互貫通、建言資政和凝聚共識雙向發力，發揮人
民政協作為專門協商機構作用，加強制度化、規範
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設。
文章強調，要全面發展協商民主。協商民主是實

踐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政協在協商中
促進廣泛團結、推進多黨合作、實踐人民民主，既
秉承歷史傳統，又反映時代特徵，充分體現了我國
社會主義民主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
量的特點和優勢。要完善協商民主體系，統籌推進
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
團體協商、基層協商以及社會組織協商，健全各種
制度化協商平台，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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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承辦的去年兩會建議提案全辦結

R&D經費支
出是衡

量一個國家和企業
對科技創新的投入力度的重要
指標。過去十年中國的R&D
經費穩步增長，從2014年1.3
萬億元，到2022年首次邁上3
萬億元台階，2023年再超3.3
萬元。R&D 經費與 GDP 比
重，自2013年首次超過2%後，
到2022年首超 2.5%，2023年再
升近1個百分點，反映研發投入強
度逐年增強。

新動能成長壯大
統計公報還指出，新動能成長壯大。2023
年規模以上工業中，裝備製造業增加值比上年
增長 6.8%，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為
33.6%；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增長2.7%，佔規模以
上工業增加值比重為15.7%。新能源汽車產量944.3
萬輛，比上年增長30.3%；太陽能電池（光伏電
池）產量5.4億千瓦，增長54.0%；服務機器人產量
783.3萬套，增長23.3%。規模以上服務業中，戰略
性新興服務業企業營業收入比上年增長7.7%。高技
術產業投資比上年增長10.3%，製造業技術改造投
資增長3.8%。電子商務交易額468,273億元，比上
年增長9.4%。

旅遊等指標大增
在服務業領域，2023年作為新冠疫情後經濟社會

恢復常態運行的第一年，人員流動、出行、旅遊等
指標同比大幅增長，但總量水平還未恢復到疫情前
的2019年。2023年，旅客運輸總量93億人次，比
上年增長66.5%；國內出遊48.9億人次，比上年增
長93.3%，國內遊客出遊總花費49,133億元，增長
140.3%；入境遊客8,203萬人次，入境遊客總花費
530億美元；國內居民出境10,096萬人次，其中因
私出境9,684萬人次，赴港澳台出境7,704萬人次。

多方面能力推動高質量發展
展望中國發展前景，盛來運表示，儘管「大國博

弈競爭和地緣政治衝突加劇，外部環境的複雜性、
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國內仍處於經濟恢復和轉
型升級關鍵期，進一步推動經濟回升向好面臨有效
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風險隱患仍然較
多」，要堅定推動高質量發展的信心和決心。
盛來運分析，有供給、需求、要素、創新等多
方面能力和潛力，推動中國下一步高質量發展。
從供給能力看，工業門類齊全，產業配套能力和
集成優勢突出，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比重約

30%，形成了 200
多個成熟的產業集群，為快速
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變化
提供先決條件。從需求
潛力看，中國是全球第
二大商品消費市場、
第一大網絡零售市
場，不僅消費規模
龐大，消費結構
也在迭代升級，
高品質消費需求
仍在加快釋放。
盛來運還指，

從要素稟賦看，
勞動年齡人口平均
受教育年限提升至
11.05 年，人才資源
總量、科技人力資源、
研發人員總量均居全球首
位，「人口紅利」正在加快
向「人才紅利」轉化。中國還是
世界第二大「數據富礦」，海量的數
據資源為數字經濟快速發展提供了堅實基礎。
從創新能力看，前沿科技領域厚積薄發，培育高
新技術企業數量約40萬家，擁有的全球百強科技
創新集群數量已躍居世界第一。「更要看到，習
近平總書記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
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着力點」，為新時代推動
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要遵循。」

研發經費超三萬億
創新引領顯成效
有效發明專利數量破400萬件「大國重器」亮點紛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中國國務院新聞辦新聞局副局長、新聞發
言人邢慧娜2月29日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介紹，2023年，國務院各部門共承
辦全國兩會期間提出的人大代表建議7,955件、政協提案4,525件，分別佔建議、提
案總數的95.7%、96.5%，已經全部按時辦結。
邢慧娜介紹，辦理期間，各部門提高政治站位，加強組織領導，進一步完善各

個環節的辦理流程和規範，認真組織調研，廣泛聽取意見，不斷拓展與代表、委
員的溝通形式，着力提升辦理工作質效。堅持將建議提案辦理與本部門業務工作
一併考慮、一體部署、一同推進，通過扎實辦好建議提案，助力破解經濟社會發
展難題。

出台相關政策措施2000餘項
據悉，國務院各部門共採納代表、委員所提意見建議近4,700條，出台相關政策措
施2,000餘項，有力推動解決了一系列關係改革發展和人民群眾急難愁盼的問題，在
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領域取得了新的工作成效。
2023年工業和信息化部共承辦建議提案1,888件，其中主辦602件，均已按期辦
結。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辛國斌表示，工業和信息化部承辦司局積極主動與代表
委員溝通協商，全年累計溝通1,000餘人次，努力做到「建議提案辦一件、協商深一
層、共識增一分、成效有體現」。同時，全年共採納代表委員所提意見建議290餘
條，出台相關政策措施96項，務實推動了重大技術裝備攻關、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發
展等重點工作。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李忠介紹，2023年，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共承辦建議
提案962件。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高度重視辦理工作，着力健全工作機制，加強溝通
協商，深入調查研究，推動成果轉化，努力把每一件建議提案辦好、辦實、辦到
位，實現了主辦件溝通率、按時辦結率、代表委員滿意率三個百分之百。積極研究
採納，先後出台了40餘項政策措施，努力把建議提案辦理成果轉化為群眾的獲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有力推動深化醫改與健康中國建設
國家衞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斌介紹，國家衞生健康委對每一件提案建議堅持辦前溝
通、辦中調研、辦後反饋。去年承辦全國人大代表建議848件，全國政協委員提案
622件，代表委員的意見建議均認真採納借鑒，按時辦結。出台相關政策措施49
項，有力推動了深化醫改、健康中國建設等多項重點工作任務的落實，促進了完善
生育政策、加強基層醫療衞生服務體系建設等問題的解決。
交通運輸部副部長王剛表示，2023年，交通運輸部共承辦建議提案775件，內容涵

蓋綜合立體交通網規劃、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交通新業態發展、農村公路、水運綠
色發展等各個方面。這些建議提案全部提前辦覆，實現了按時辦結率、與代表委員
溝通率、重點建議提案調研率、代表委員滿意率「四個百分之百」。

前瞻會兩

◆2023 年，高技術產業投資比上年增長
10.3%。圖為2023年8月10日，質檢

員在佛山照明高明生產基地車
間檢測產品。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中國國家統計局2月

29日發布2023年國民經濟和

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國家統計

局副局長盛來運引述數據指出，

中國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創新能力實現新提升。2023年，全

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

出3.3萬億元（人民幣，下同），與國

內生產總值（GDP）之比達2.64%，

其中基礎研究經費支出增長9.3%。國

產大飛機、國產大型郵輪、奮鬥者號

載人潛水器等「大國重器」亮點紛

呈，彰顯中國創造硬核實力。中國

成為世界上首個國內有效發明專

利數量突破400萬件的國家，

高價值發明專利佔比超過

四成。

◆2023年，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
出3.3萬億元人民幣。圖為2023年6月29日，在日

照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智慧微電產業園，工作
人員在生產濾波器。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