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人民日报记者 常碧罗 郑薛飞腾

习近平向2023两岸企业家峰会
10周年年会致贺信

值 此 两 岸 企 业 家 峰 会
成 立 10 周 年 之 际 ，我 谨 表
示热烈的祝贺，向峰会全体
会员和与会嘉宾致以诚挚
的问候！

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
经济，两岸同胞是命运共同
体。两岸企业家峰会是两岸
企业及工商界人士交流合作
的重要平台，为促进两岸经济
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希望峰会广泛
团结两岸企业界、工商界，为
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增进同胞
福祉、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作出
新的贡献。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两岸经济合作开辟广阔空

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需要两岸同胞共同奋斗。我
们将继续致力于促进两岸经
济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
域融合发展，完善增进台湾
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助
力台胞台企融入新发展格
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希望
两岸企业家秉持民族大义，
把握历史大势，勇担时代责
任，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融合发展，共同创造
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
伟业！

习近平
2023年11月14日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贺 信
新华社北京 11月 14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14日向 2023两岸企业家峰会 10
周年年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两岸经济同属
中华民族经济，两岸同胞是命运
共同体。两岸企业家峰会是两岸
企业及工商界人士交流合作的重
要平台，为促进两岸经济合作、深
化两岸融合发展发挥了重要作
用。希望峰会广泛团结两岸企业
界、工商界，为壮大中华民族经
济、增进同胞福祉、推进祖国统一
大业作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为两岸经济合作开辟广
阔空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需要两岸同胞共同奋斗。我们将
继续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交流合
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完
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
策，助力台胞台企融入新发展格
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希望两岸
企业家秉持民族大义，把握历史
大势，勇担时代责任，共同推动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共同

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
伟业。

2023两岸企业家峰会 10周
年年会以“新格局中融合发展和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14日在江
苏南京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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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 14日发布的今年前三
季度经营主体数据显示，我国经营主体内
生动力持续增强。截至2023年9月底，全
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数量超过5200万户，
民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达到
92.3%。前三季度，全国新设民营企业
706.5万户，同比增长15.3%。

区域发展更加均衡。前三季度，东、
中、西、东北四大板块民营企业均保持稳
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东部地区新设民营
企业351万户，同比增长12.6%；中部地区
新设民营企业176.6万户，同比增长16%；
西部地区新设民营企业 149万户，同比增
长 23.3%；东北地区新设民营企业 29.9万
户，同比增长7.4%。

民营企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前三
季度，第一、二、三产业新设民营企业分别
为 28.4万户、111.6万户、566.5万户，第三
产业占比超过八成。依托强大市场的优
势，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行业持续
快速发展，“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新设民营企业增

速分别达到40.3%、23.1%和17.4%。
“四新”经济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新

优势。前三季度，新设“四新”经济民营企
业 300.4万户，占同期新设企业总量的四
成，其中“新型能源活动”同比增长最快。
截至2023年9月底，我国“四新”经济民营
企业已经超过2087.3万户，新经济新业态
保持强劲发展态势。

个体工商户是稳就业、促增长、惠民
生的重要力量。前三季度，随着经济社会
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各项政策措施叠加
发力，全国个体工商户数量稳步增长，结
构不断优化，出现了明显的复苏势头。

数量质量同步提升。前三季度，全国
新设个体工商户 1719.6万户，同比增长
11.7%。截至 2023年 9月底，全国登记在
册个体工商户已达1.22亿户，占经营主体
总量的67.3%。随着个体工商户的发展壮
大，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7万户个体工
商户成功转型升级为企业。

民生相关行业回暖。前三季度，新设
个体工商户数量百万级以上的行业主要
有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农林牧渔和居民
服务业，分别为 889.5万户、251.6万户、

136.3万户、134.1万户。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新设个体工商户增
速较快，同比分别增长 68.4%、53.1%、
41.1%。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前三季度，全国
新设个体工商户的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
7.7%、4.4%和 87.9%，增速同比分别为
8.2%、7.2%和 12.2%，第三产业增速最快，
数量占比近九成。同期，新设“四新”经济
个体工商户 657.4万户，较去年同期增长
16.4%。调查显示，开展网络直播、微商电
商等线上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占比较今年
初提升了5.7个百分点。

外商投资企业是连接国内外市场、促
进经济双循环的重要力量。截至 2023年
9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外商投资企业（含分
支机构，下同）68.4万户，较去年底增加
1.5%。今年以来，随着疫情影响的消退，
外商投资企业信心不断恢复，新设外商投
资企业持续向好。

新设外商投资企业稳步回升。前三
季度，全国共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46586
户，超过疫情前同期水平。6月、9月单月

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均超过 6600户，向好
势头明显。

服务业恢复较快较好。前三季度，全
国新设服务业外商投资企业 43193户，同
比增长 32.6%。其中，住宿餐饮、批发零
售、商务租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等行
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分别增长47%、
41.9%、33.2%、18.6%。新设高技术服务业
外商投资企业9677户，同比增长11.7%。

外资来源地保持稳定。前三季度，韩
国、美国、日本等仍然是位居前列的新设
外商投资法人企业（不含分支机构）的外
资来源地。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同比
增长较快的来源地主要包括俄罗斯、巴
西、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前三季度，浙
江、广东、福建三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同
比分别增长112.5%、41.4%和29.3%。

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积极发挥职
能作用，依法平等保护包括民营企业在内
的各类企业合法权益，实施分型分类精准
帮扶、促进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营造
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竞相发展的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记者 严赋憬 张辛欣）工业和信息
化部 14日发布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 8部门已印发
《关于启动第一批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的通知》，确
定北京、重庆等15个城市为此次试点城市。

通知提出，鼓励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为新
能源汽车全面市场化拓展和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发挥示范带
动作用。通知明确车辆电动化水平大幅提高、充换电服务体系保障
有力、新技术新模式创新应用3个主要目标，以及提升车辆电动化水
平、促进新技术创新应用、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健全政策和管理制
度4方面重点任务。

根据通知预期目标，新能源汽车推广将聚焦公务用车、城市公交
车、环卫车、出租车、邮政快递车、城市物流配送车、机场用车、特定场
景重型货车等领域，推广数量预计超过 60万辆；充换电基础设施方
面，将建成超过 70万台充电桩和 0.78万座换电站；新技术新模式发
展将取得积极成效，智能有序充电、大功率充电、换电等加快应用，
V2G、光储充放等车网融合技术示范效果良好，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有
提升且示范规模逐步扩大，新能源汽车碳交易、绿色电力交易实现新
突破，关键零部件国产化率逐步提升并实现上车应用。

北京、重庆等15个城市启动
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

“房地产正在进行深度、结构性的调整，要避免房地产的硬着
陆。”在 11 月 6 日举行的以“洞察消费新趋势、激发消费新潜能”为
主题的第六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消费分论坛上，中国国家创新与
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提
出如上观点。

黄奇帆表示，根据有关智库统计，中国城市居民的房地产债务占
家庭收入比重达到137.9%，高于美国的90%，也高于英国、法国、德国
的130%。同时，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每年用于还本付息的部分相当于
收入的15%，美国是7.8%，欧洲一般在8%-9%。所以，由于房地产消
费带来的高负债，使得中国家庭用于每年生活消费的支出会受到很
大的约束。

房地产正在进行深度、结构性的调整，要避免房地产的硬着陆。
黄奇帆说，房价、地价、售量跌 40%、50%，形成暴跌的趋势，这不可
以。一定要采取措施，实现软着陆。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对现在城市还存在的城中村、危旧
房、棚户区进一步进行结构性、局部性的改造。

另一方面，利用现在处于房价低迷的过程中，与其政府拿钱征地
动迁造保障房，不如拿出一部分资金购买卖不掉的商品房作为保障
房，使中国城市今后至少有30%的居民是住在保障房、公租房或者各
种人才房，这样使得各种相对低收入，或者刚刚工作的、农村进城市
落户就业的群体能住在保障房里。

这些保障房的支出、租金，大体等于住保障
房居民年收入的 1/6，使得住在保障房的人群，
或者城市住房人群的消费不会受到房地产按揭
贷款、租金压力等各方面的约束。

（本文根据黄奇帆演讲内容整理，题目系编
者所加）

泛舟长江巫山段，两岸连山，碧波荡
漾。在培石断面附近，“水医生”们打水、
分装、现场检测……正在进行水质取样
监测。

“水医生”是谁？长江培石断面是长
江流经重庆的最后一道关卡，这里的水质
监测结果代表着长江重庆段出境水质，是
水环境质量的重要“考场”。身着白大褂
的巫山县生态环境监测站的监测人员，经
常在此开展采样监测和实验分析工作，因
而被称为“水医生”。

监测站副站长魏嵬就是其中一员，18
年来，他和同事们跋山涉水开展监测，已
经走了超过 8万公里的水路，为环境管理
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水医生”的“诊断”，

直观地反映出长江的“健康度”。截至
2022年，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连续 6年保
持为Ⅱ类，74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连
续两年达到 98.6%、优于目标 1.3个百分
点，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连
续7年保持100%。

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重庆是长江
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为确保
一江碧水向东流，近年来，重庆严格落实
长江保护法，完成长江“十年禁渔”退捕任
务，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强化工业、生
活、农业面源等污染协同治理等，筑牢生
态屏障。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断提升
的生态环境质量，也让当地群众尝到了实
实在在的甜头。位于北碚区的缙云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因无序无度开发农家

乐，一度造成山林破碎、植被稀疏等问题，
局部生态环境遭受破坏。“2018年，重庆启
动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综
合整治，引导保护区内居民完成生态搬
迁。”北碚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政委梁杰英说，依托缙云山的自然生
态，因地制宜栽种植物，恢复水域1.8万平
方米。同时，北碚区对31家农家乐进行了
统一包装提升，形成独具巴渝风情的民宿
集群。“整改以后，好生态带来好生意，周
末、节假日几乎天天爆满。”清欢度民宿业
主孙德红感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一年营业额有40多万元。”

一汪碧水，两岸蒲苇，梁平区国际湿
地城市建设，吸引青头潜鸭、蒙古短趾百
灵、黑颈鸫等鸟类驻留；在彭水苗族土家
族自治县，乌江画廊景区、阿依河景区接

待游客量逐年增加……生态环保带来的
经济效益日益凸显，让巴渝群众享受到更
好的空气、更干净的水，也获得更多的发
展机会。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生态环
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庆作为传统
的“制造重镇”，工业企业如何抓好环保？
在江津区珞璜临港产业城，华能珞璜电厂
给出了答案：在绿色发展方面下足功夫。
开展烟气脱硝改造、完成全部在役机组超
低排放改造……目前，华能珞璜电厂已发
展成西南地区装机容量最大的环保型火
力发电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成为
企业的发展指引。

这些年，重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推进长江经济带污染治理
和生态保护重点任务，既治水、治山，也治
气、治城，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
新。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刘芹介绍，
今年 1月至 9月，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保
持Ⅱ类，74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
100%；前 9个月，重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累计达到245天，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避免房地产的硬着陆
□ 罗义华

截至 11 月中旬，双桥经开区电子
信息产业园入驻企业 35 家，主要企业
有渝瑞、久坤、金普盛、昕铭亚等。园区
厂房年租金收入 1500 万元，园内企业
今年总产值有望突破 86 亿元、年纳税

约1亿元。
双桥经开区电子信息产业园由双

桥经开区开投集团于 2011 年开始投资
修建，占地面积248亩，建筑面积25.8万
平方米，包括办公楼、标准厂房、食堂、

宿舍以及配套用房。如今，曾在园区过
渡、孵化的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独
立建厂，正在打造百亿级光电集群。图
为双桥经开区电子信息产业园。

新渝报记者 犹骥 瞿波 摄

前三季度全国新设民营企业706.5万户 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习 近 平 离 京 赴 美 国 举 行 中 美 元 首 会 晤
同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1月 13日，记者从重庆市企业上市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下称
“市上市办”）获悉，2023年重庆第三批准备纳入市级拟上市企业后
备库的企业名单已初步确定，共有 59家企业入选。目前，市上市办
正在公示这批拟入库企业名单，公示期截至2023年11月14日。

据介绍，这59家企业来自云阳、巫溪、荣昌、渝北等多个区县，涉
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食品、节能环保、汽车零部件、新材料等多
个行业，行业覆盖面较广。

这些企业正式进入市级拟上市企业后备库后，将享受多方面的
支持政策及服务。如，可根据上市进度，向财政部门申请上市奖补；
在土地厂房、知识产权、水电油气、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方面，可获得优
先保障；在科研项目资助等方面，可获得倾斜支持；在推荐评选专精
特新企业、推荐评选科学技术奖项、推荐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等方面，
可享受优先待遇等。

据悉，近年来，为扩大上市企业后备梯队，加快推进企业上市
工作，市金融监管局联合市级有关部门（单位），建立了市级统一的
拟上市企业后备库。在此基础上，筛选更多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
入库，并对其进行重点服务。仅今年以来，就先后于 7月、10月，分
两批将 146家企业纳入市级拟上市企业后备库。截至 10月中旬，
市级拟上市企业后备库已有 738家企业，全市企业上市“后备军”队
伍正不断扩大。

重庆扩大上市企业“后备军”
新一批59家企业拟入库
□ 重庆日报记者 黄光红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重庆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 11 月
14 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
北京，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赴美国旧

金山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同时应邀出席
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

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