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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日报常年法律顾问：
吉林良智律师事务所

做强实体经济、稳住工业运行，这是夯

实经济大盘、提振市场预期最重要的事之

一。今年以来，应对复杂形势和风险挑战，

我国始终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

上。工业生产稳中有升、新旧动能加快转

换，经济恢复向好的基础持续筑牢。

岁末年终，新华社记者奔赴大江南北，深

入工厂车间、产业重镇，看到中国制造向上生

长的韧劲，感受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

稳扎稳打，把基本盘筑得更牢

冬日，沈鼓集团车间热火朝天。油漆包

装中心里，员工正封装一台刚下线的压缩机

组。“这是沈鼓首次在超高压天然气储气库

领域采用单缸双段离心式压缩机结构。”沈

鼓集团透平设计院副院长杨树鑫说，尽管行

业出现波动，企业始终坚持高于同行业水平

的研发投入，一步一个脚印，站稳细分市场。

工业经济是“压舱石”，稳扎稳打才能筑

牢坚实基础。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批批扶持

制造业的政策及时出台，广大企业坚守实

业、扎实前行。前10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1％；10月份，规上工业

企业利润连续3个月实现正增长，在政策支

持和各界努力下，工业经济稳步恢复。

重点行业稳，有力托举工业基本盘。

走进南钢智慧运营中心，只见数字大屏

播放着生产场景的孪生动画：火红的钢材在

产线“穿行”，各项指标实时刷新，“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在这里一目了然。南钢常务副总

裁徐晓春说，用数字化改善经营，企业顶住

压力，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14％。

面对需求减弱、成本上升，钢铁行业加力

降本增效。重点行业承压前行，展现韧性。

今年以来，我国着力稳工业，多个部门

携手聚焦钢铁、石化、汽车等10个工业重点

领域分别制定稳增长方案。从投资、消费、

出口共同发力到稳产业、强企业、优环境，政

策效应叠加，不断激发工业增长内生动力。

机械行业加快高端装备发展，消费电

子深挖市场需求，汽车行业提速智能化升

级……前10个月，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

30个行业利润增速较1至9月份加快或降幅

收窄、由降转增。主要行业运行平稳，有力

支撑经济平稳回升。

企业定力稳，深耕主业久久为功。

和上海交大科技园签约建设实验中心，

投资1000万元进行材料开发……蓝禾医疗

董事长曹军不断加大投入，应对医疗耗材市

场的激烈竞争。“我们坚持把60％的利润‘砸’

到研发上，在深耕主业的基础上拓展空间。”

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

不确定性。记者调研发现，大批制造企业正

着力增强“看家本领”，把产业做实、做优、做

强：联影医疗从关键核心技术源头研发，实

现高端医疗影像设备“零的突破”；中兴通讯

不断增强5G工业现场网核心能力，推出“数

字星云”平台，拓展数智化应用快速定制的

空间……

前三季度，仅沪市主板实体类公司合计

研发支出就约4951亿元，同比增长7％。

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

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发布后，八部门推出25

条举措加强民营企业金融服务；从支持工业

大省“勇挑大梁”，到研究出台促进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稳实

业、强基础的举措推出，托举产业平稳发展、

激励企业深耕细作。

“要为实体经济营造稳定良好的环境。”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说，“将注重打好政策‘组合拳’，进一步稳预

期，巩固拓展工业向好势头。”

攀高逐新，转型升级塑优势

11月4日，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

都号”命名交付，标志着我国已具备同时建

造航空母舰、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大型

邮轮的能力，集齐造船工业“三颗明珠”。

正是凭借系统性优势，在全球航运市场

景气降温的态势下，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

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保持全面增长。

产业发展“大浪淘沙”，唯用创新赢得主

动。应对风险挑战，中国制造坚定向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

新兴产业“勇挑大梁”——

数字化组装线上机械手臂不断舞动，平

均每2分钟就有一辆问界新M7车型生产下

线……在重庆赛力斯凤凰智慧工厂，新车型

发布仅2个月，订单量已达9万余辆。

繁忙的生产线映射了新产业的如火如

荼。1至10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

分别增长33.9％和37.8％，保持领跑态势。

一组数据引人注目：前三季度，高技术

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

15.3％，光伏产品、航空航天器及设备等实

现高速增长，新材料产业总产值超过5万亿

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成长，成为推动

经济增长的“加速器”。

各地谋新策、出实招：老工业基地沈阳，

重点布局人工智能等领域，今年以来建设各

级各类科创平台达到1510个；西部重镇重

庆，刚举行的2023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

动（重庆）签约24个汽车产业项目，总金额超

300亿元；贵州省贵安新区，多个数据中心项

目抢工期、赶进度……因地制宜错位发展，

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

传统产业锻造更强韧性——

这是一家“不太一样”的服装工厂：裁剪

靠投影描线，生产线融合RFID芯片与5G技

术……在海澜云服智慧工厂，定制服装可以

实现7天内交付。

海澜集团董事长周立宸说，企业每年使

用的芯片量上亿个，得益于供需精准协同，

全国6000多家门店几乎实现零库存。

“一靠新产品，二靠全链条。”重庆市涪

陵榨菜集团总经理赵平告诉记者，将创新贯

穿从育种到生产各环节，即便是青菜头里也

能“长”出百亿元产业。“我们正新建一条年

产28万吨榨菜的智能化绿色生产线。”

“每当降成本接近极限时，就通过优化流

程挖掘新空间”“要用创新增加控制力，把技

术做得更精、产品打磨得更好”……这些来自

一线的声音，是企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写照。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提出，进一步

扩大工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范围；

工业和信息化部明确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

工程，支持企业进行设备更新、工艺升级；聚

焦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多部门出台切实措施

加速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一系列举措

有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9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38％；前10个月，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

缓费16607亿元。信贷合理增长，税费优惠

政策落地落实，为产业焕新提供更多支撑。

“实体经济面临的压力仍然不小，但赢

得主动、赢得市场始终是硬道理。”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总工程师秦海林说，让

技术用起来、应用跑起来、产业带起来，中国

制造将在全球制造格局重塑中站上新台阶。

“链”上发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
业体系

实体经济强，产业链一定要强。我国已

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但全而不精的

问题依然存在。补短板锻长板，至关重要。

12月6日，上海汽车芯片产业联盟发布

了汽车芯片产品攻关榜单，拟通过揭榜挂帅

方式，面向全国遴选优势企业开展技术攻关。

上海市经信委主任张英说，汽车和集成

电路是上海战略性、支柱性、先导性产业，要

通过“车芯联动”，提升全产业链竞争优势。

找准关键环节、薄弱环节，集中力量攻关。

从建立健全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全国

重点实验室为支撑的实验室体系，到实施产

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

“链”上持续发力，不断推动重点领域向实现

自主可控迈进。

“我国高度重视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

力，国内相关行业已取得一定突破和成就。”

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陈玉涛说，以新能源汽车为例，产业链中的

262个重点环节，国内厂商可供给的环节比

例已达85.88％。

强化中小企业配套能力，“链主”和“链

属”企业融通发展。

刚闭幕的首届链博会上，欣旺达最新研

发成果——闪充电池吸引业内人士驻足。“得

益于车企开放供应链，我们的电池技术在市

场历练中不断改进。”欣旺达品牌管理高级经

理何伦忠说，目前这款电池10分钟可充至电

量的80％，最高续航里程达到1000公里。

“我们面向全行业开放数字化转型升级

核心能力。”TCL科技集团首席运营官王成

说，目前TCL东智工业应用智能平台已推广

到20多个细分领域，助力50多家制造企业

建成数智化工厂。

推动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资源，引导

中小企业精准补链，产业生态优势不断形

成。

聚链成群、集群成势，在区域联动中增

强韧性。

每秒钟有约58米光纤产出，龙头企业核

心配套基本可就近解决……行走在湖北武

汉东湖高新区的中国光谷，这里的高效协同

令人感触尤深。

东湖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张勇强说，通过

打造光通信全产业链，光谷带动100余家上

下游企业发展，产业规模超千亿元，“用‘一

束光’赋能‘一座城’”。

在宁德，以宁德时代等龙头企业为引

领，形成锂电池全产业链技术布局，每个电

芯生产耗时仅需1.7秒；在株洲，轨道交通领

域400多家上下游企业协同，本地配套率达

80％以上……纵横铺设的集群网络，不断勾

勒出中国制造“新版图”。

不可否认，我国工业经济仍处于恢复增

长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机遇和挑战并存。

但庞大的市场、完整产业体系提供了强劲支

撑、蕴藏无数创新力量。做强实体经济这个

发展根基，必将扎实巩固中国经济企稳恢复

势头，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释放持久动力。（记
者张辛欣 申铖 王悦阳 宋晨）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做强实体经济这个发展根基
——2023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一线观察之三

新华社记者

12 月 9 日，游客在江
苏省扬州市渌洋湖湿地公
园水上森林乘船游览（无
人机照片）。

冬日里，神州大地层
林尽染、色彩斑斓，呈现冬
日里别样的风景。

新华社发（孟德龙摄）

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前11个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

比上涨0.3％，其中11月份，受食品、能源价

格波动下行等因素影响，CPI 同比下降

0.5％，降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但扣

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6％，涨幅与上月相同，继续保持温和上

涨。国内物价运行总体保持平稳。

在我国CPI“篮子”商品中，食品占比较

高。11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下降4.2％，降幅

略扩大0.2个百分点。食品中，猪肉价格下

降31.8％，降幅扩大1.7个百分点；鲜果价

格上涨2.7％，涨幅扩大0.5个百分点。

从环比来看，11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下降

0.9％，降幅超季节性水平（近十年同期平均

水平）0.8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

统计师董莉娟分析，因11月份全国大部分地

区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利于农产品生

产储运，鲜菜、鸡蛋和水产品等鲜活食品价格

分别下降4.1％、3.1％和1.6％，降幅均超季

节性水平；生猪出栏量有所增加，加之天气

偏暖部分腌腊需求延后，猪肉价格超季节性

回落，下降3％；鲜果价格季节性上涨1.9％。

统计数据显示，11月份，非食品价格同

比上涨0.4％，涨幅回落0.3个百分点；环比

下降0.4％。

董莉娟分析，11月份，受国际油价下行

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下降2.8％，为今年

以来最大降幅；冬装新品上市，服装价格环

比上涨0.6％；旅游出行进入淡季，飞机票、

宾馆住宿、旅游和交通工具租赁费价格环比

分别下降12.4％、8.7％、5.9％和2.8％。

从工业生产者价格看，11月份，受国际

油价回落、部分工业品市场需求偏弱等因素

影响，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同比下降3％，降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

点；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下降0.3％。

具体来看，11月份，国际油价下行，带动

国内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煤炭及其他

燃料加工业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2.8％、

2.5％，合计影响PPI环比下降约0.13个百

分点，占总降幅的四成多。煤炭和天然气需

求季节性增加，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价格环比

上涨1.4％，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上

涨0.3％。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水泥制

造价格环比上涨1.4％，黑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价格环比上涨1.1％。

今年以来，国内物价总体呈低位运行态

势。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2023年第三

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物价短期

还将维持低位，未来将回归常态水平。中长

期看，我国经济供需总体平衡，货币政策保

持稳健，居民通胀预期平稳，不存在长期通

缩或通胀的基础。

最新公布的一系列数据，释放需求回

暖、市场信心稳步增强的鲜明信号：11月份，

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3.1点，比上月环比

提高 1.2 点；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升至

53.3％，其中新订单指数为53.4％，较上月

回升 0.6 个百分点；中国仓储指数升至

52.2％，其中新订单指数升至53％，重回扩

张区间；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升至

55.8％，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此前表示，

从需求变化来看，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都在持续

恢复。从货币条件看，市场流动性总体合理充

裕。基于这些因素判断，价格低位运行的状

况将会逐步缓解。（据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总体保持平稳 低位运行态势有望缓解
——解读11月份物价数据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记者杨湛菲 徐壮）国家文物局9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

发布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

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

起源的加速阶段。可将从距今5800年至距今3800年划分为古

国时代。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四阶段相比，对古国时代文明

内涵的认识更加深化。

古国时代可进一步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距今5800

年至5200年前后，以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第二阶段

为距今5200年至4300年前后，社会分化进一步凸显，社会资源的

调动能力加强；第三阶段为距今4300年至3800年前后，形成了一

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奠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

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实施以来，多学科协同研究不断推向深

入。针对山西兴县碧村遗址的白灰地面开展了测年方法研究，

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以及稳定

同位素分析、古DNA分析的协同研究显示，距今7000年以来生业

经济反映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手工业方面的研究发现，大约在

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手工业生产技术发生了质变。

李群表示，目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的许多工作还

在进行之中。未来国家文物局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推进、深化

探源工程。

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

新华社酒泉12月9日电（李国利 郭龙飞）12月9日7时39

分，朱雀二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将搭载的鸿鹄卫星、天仪33卫星及鸿鹄二号卫星顺利送入预定

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这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第3次飞行。

朱 雀 二 号 遥 三 运 载 火 箭 发 射 成 功

新华社海口12月9日电（记者陈凯姿 宋晨）计划在全国多

地的多所中小学校提升供餐质量、普及营养教育、促进身体活

动、加强营养监测、预防与控制超重肥胖等多种形式的营养不

良……记者在日前于海南省海口市举办的2023年学校供餐与

学生健康国际研讨会上了解到，我国中小学生肥胖防控示范行

动——“营养校园”二期正式启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所长丁钢强介绍，“营

养校园”二期将于明年春天开展各项具体行动，在2025年夏秋

进行效果评价，并通过试点工作积累经验，提出规范化的措施和

工作方案。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李筱翠表

示，我国中小学生健康状况不断改善，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各部

门要加强协作，发挥政策引领作用，加强专业指导，强化宣传教

育，并鼓励社会广泛参与，进一步提高中小学生健康水平。

据介绍，本次研讨会旨在探讨均衡膳食、身体活动等因素对

我国儿童青少年营养状况、视力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交流国内外

学校供餐、营养改善、超重肥胖防控等相关经验，推动我国儿童

营养改善事业科学合理发展。未来，我国将继续加大营养健康

的投入，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创造健康的生活环境，促进中

小学生全面发展。

我国中小学生肥胖防控示范行动——

“ 营 养 校 园 ”二 期 正 式 启 动

新华社南京12月9日电（记者陆华东）近日，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联合各界在南京举行“铭记历史 珍爱和

平——2023年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新书发布会”。《时间证人》

《宁生，宁生》等10余本新书发布。

新书发布会推出国家公祭、南京大屠杀史主题社会教育类

出版物，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拉贝日记（青少版）》增添了

约翰·拉贝手绘图、大幅历史图片、译者导读及延伸注释等，增强

了知识性，提升了阅读亲近感。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肖像摄影集《时间证人》，由摄影师速加

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历时5年完

成。书中收录了速加拍摄的马秀英、王恒等80位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的肖像，幸存者证言，以及摄影手记，为幸存者们留下了珍

贵的“记忆之书”。

南京大屠杀史外译和海外发行工作不断加强。发布会上推

出了《南京大屠杀史》阿尔巴尼亚文版，加之此前已出版的英文、

希伯来文、波兰文、韩文、印地文等版本，形成了8个语种海外传

播矩阵，让国际社会了解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

新书发布会上，还推出了两本历史基础研究类出版物，体现

相关史料收集整理和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

一批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新书发布

12月9日，东航第三架C919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
当日，东航第三架C919执行MU2999调机航班，从上海浦

东国际机场飞抵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标志着东航正式接收第三
架C919。 新华社发（徐炳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