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部门预拨4000万元

支持川滇森林火灾和抗旱救灾财政部

五方面重点工作支持高质量发展

国家发改委

三方面政策措施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记者 叶昊鸣）记者24日从应急管理
部获悉，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
灾资金，支持地方做好救灾工作。其中，预拨四川省2000万元，支
持做好森林火灾救灾工作；预拨云南省2000万元，支持做好抗旱
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用水困难，购买、租赁应急储水、
净水、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等。

港澳“北上”单牌车破200万辆次

据新华社广州3月24日电（记者 王浩明）据港珠澳大桥边检
站统计，截至3月24日4时，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
港澳单牌车已突破200万辆次。

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相关负责人介绍，自去年1月1日“澳车北
上”和7月1日“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驾驶单牌私家车“北
上”的港澳居民数量持续上升。今年以来，澳门单牌车日均通关量
近4000辆次，香港单牌车日均超过3200辆次，大桥出入境车流量
已经21次刷新最高纪录，单日最高达1.82万辆次。

3月23日拍摄的港珠澳大桥桥头。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王希 韩佳诺

中国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在24日开幕的中国发展高
层论坛2024年年会上表示，新的一年，财政部将围绕推
动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强跨周期和逆周期
调节，统筹解决好经济发展中的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
把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有机结合，推动经济社会平
稳健康发展。

具体而言，财政将如何支持高质量发展？蓝佛安表
示，将重点做好五方面的工作。
——支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

强大动能。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

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蓝佛安说，近
年来，财政部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保
障，在财政资金引导带动下，全社会研发经费稳居世界
第2位，年均增幅超10%。下一步将强化政策集成，加大
支持创新发展力度，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统筹推
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支持扩大有效需求，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2023年，中国最终消费贡献率达82.5%，拉动经济增

长4.3个百分点。蓝佛安表示，下一步，财政部将继续把
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扩大
有效益的投资，激发有潜能的消费，增强内需对经济增
长拉动作用。

日前，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我们将坚持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
联动，对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予以支持。”
蓝佛安说，财政部还将积极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在税费优惠、政府采购等方面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
仁，支持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联动效应。
——支持增进民生福祉，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对于如何分好财政“蛋糕”，蓝佛安介绍，财政部将

坚持有保有压，腾挪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教育、医疗、社
保、环境保护等民生领域，在发展中稳步提升民生保障
水平。下一步，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基础

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支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

治理。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开放

才是通向繁荣的必由之路。”蓝佛安表示，财政部将加强
国际财经交流合作，强化与主要经济体在宏观政策方面
的沟通协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深化与多边开发机构
务实合作，在开放合作的舞台上相向而行、相互成就，共
同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积极推动建立各方普遍接
受、行之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和制度，推动经济全球
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把中长期和短期目标结合

起来，把各方面的潜力和积极性发挥出来。“我们将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积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建
立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切实防
范财政风险，不断增强财政可持续性。”蓝佛安说。

据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新华社记者 邹多为 唐诗凝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在24日上午开幕的中国
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上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仍未
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发展动能亟待增强，中国积极培育和发
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发展自身，也将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
长注入更多更强动力，为跨国公司带来巨大商业机会。

新的一年，中国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郑栅洁在年
会上指出，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主要从三个方面采取
政策措施。

一是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重点推进“四个加
快”：加快创新能力建设，包括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强
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等；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包
括实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提升行动、技术改造升级工程，
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等；加快培育壮大
新兴产业，包括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施

“数据要素×”行动计划，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新材
料、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等；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开辟量
子技术、生命科学等新赛道，开展“人工智能+”行动。

二是推进体制机制创新。重点做好“三个进一步”：进
一步完善市场基础制度。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标准
指引，完善社会信用基础制度，整治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
争行为，发布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健全与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实施营商环境改进
提升行动，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进一步
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做强绿色制造业，发展绿色服务业，
壮大绿色能源产业，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

三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重点加强“三个合作”：
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支持外资科技企业与国内科研机
构或企业共同开展科技攻关，深入实施“一带一路”科技
创新行动计划，共同营造创新生态；加强人员交流合
作。进一步提高中外人员往来便利性，为外籍人员来华

工作、学习、旅游提供便利；加强投资经贸合作。稳步扩
大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和投资高水平开
放。更大力度引进外资，在增值电信、基因诊断与治疗技
术开发和应用等领域开展准入试点。加快出台2024年
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
入限制措施。继续支持一批重大外资项目建设，强化项
目要素保障。扩大数字产品等市场准入。大力推动数据
开发开放和流通使用。

中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拉动约万亿元
新增投资需求和2000多亿元新增消费需求；在工业、农
业、建筑、交通、教育、文旅、医疗等7大领域推动设备更
新，有望形成年规模5万亿元以上的巨大市场；开展汽
车、家电、家居等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有望释放万亿元
规模的市场潜力；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
2030年前每年至少需要新增投资2万亿元以上……

据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3月24日电（记者 于涛）耐高温试验是汽
车环境适应性试验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考验新车能否适应极端
苛刻环境的重要依据。

吐鲁番市全年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度大、降雨量稀少，
夏季气温经常达到40摄氏度以上，极端温度曾达49.6摄氏度。
当前，高温干热汽车试验场园区内已有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广汽研究院等多个检测机构，可开展包括“极热”环境试验在内
的20多项测试。截至2023年底，已有一汽集团、广汽集团、北汽
集团等50多家知名车企入驻，涉及汽车品牌30多个。此外，园
区还与长沙理工大学、昌吉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开展合作，建立
了产学研基地。

新疆火焰山打造“极热”汽车检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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