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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等数
据略有波动，应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复苏情况？怎
样继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如何持续推进降
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助力经济运行整体好转？6
月 16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 6 月份新闻发布
会，回应了近期经济运行热点问题。

经济向好趋势依然稳固

6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5月份国民经济运
行情况。数据表明，当前国内经济恢复向好，但
市场需求仍显不足，一些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
近期，国内制造业 PMI、工业利润等数据有所波
动，关于中国经济复苏乏力的观点有所抬头。

“从国内外发展情况看，在经济恢复的过程
中，一些领域出现暂时性波动是正常的。”国家发
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说，看中国经济形势，
既要看准当前的“形”，更要看清长远的“势”。
整体上看，中国经济运行保持恢复态势。

看服务业。今年以来，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
数始终运行在景气临界点以上，5 月份保持在
54.5%的较高水平；前 5 个月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9.1%。

看热点消费。5月份，全国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27.9%，餐饮、旅游等接触型聚集型服务消费明显
改善，消费对经济恢复发展的拉动作用有望进一
步凸显。

看固定资产投资。前5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 4.0%，其中制造业、基础设施投资分
别增长 6.0%、7.5%，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12.8%，
实现量增质优。

“长远来看，经济向好趋势依然稳固。”孟玮说，
“随着宏观经济政策效应持续显现，市场需求逐步
恢复，供给结构不断调整，中国经济发展动能将持
续增强、结构将持续向优、态势将持续向好。”

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

企业有活力，经济才有动力。孟玮表示，国家
发展改革委将多措并举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重点包括三方面工作——

持续破除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
障碍。深入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持续破
除妨碍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准入的隐性壁垒，定期
对违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典型案例进行全国通
报。开展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集中破解一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地方保
护、所有制歧视等突出问题。

持续加强民营企业平等使用资源要素的保障
力度。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账款长效机制。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建设高水
平创新平台和科技转化平台。加快向民营企业开
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大力
推广“信易贷”模式。

持续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全面构建亲清
政商关系，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健全涉企政策听
取企业家意见建议的工作机制，保持政策连续性
稳定性，根据实际设置合理过渡期，给企业留出
必要的适应调整时间。鼓励和吸引更多民营企业
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国家重大工程、重点产业链
供应链项目建设。

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 《关于做
好2023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提出增强税费
优惠政策的精准性针对性、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
服务质效、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业
用地原材料成本、推进物流提质增效降本、提高
企业资金周转效率等 8 个方面 22 项重点任务。根
据通知，各有关方面将进一步完善降成本工作协
调推进机制，密切跟踪重点任务进展情况，确保
各项降成本举措落地见效，大力推进降低实体经
济企业成本，助力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涉企收费常态化治理是推动企业降成本的一
项重要工作。孟玮介绍，去年 6 月至 12 月，国家
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聚焦交通物流、水电

气暖、地方财经、金融、行业协会商会以及中介
机构等领域，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了涉企违规
收费专项整治行动。全国共查处涉企违规收费问
题7700多个，涉及金额50多亿元，目前已要求有
关单位对发现问题全部予以整改。与此同时，通
过严查降费减负政策落实不到位、不按要求执行
惠企收费政策等问题，推动全面及时落实相关惠
企政策，涉及金额超过2100亿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整治涉企违规收费与优
化营商环境、落实助企纾困政策、激发市场活力
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防治并举、多方协同的
长效监管机制。”孟玮说。一方面，建立协同监管
体系。综合运用市场监管、行业监管、信用监
管、大数据监管等多种手段，建立健全联合惩戒
机制。另一方面，完善涉企收费法规制度。健全
涉企收费政策制度和地方性法规，优化涉企收费
清单制度，促进涉企收费依法透明。此外，将持
续加大监管执法力度。紧盯经营主体反映较多、
反映强烈的领域开展专项检查，保持查处涉企违
规收费的高压态势。“希望通过上述努力，进一步
减轻企业负担，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孟玮说。

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将持续向好
本报记者 廖睿灵

图为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
的雅保四川年产5万吨氢氧化锂锂电
池材料项目建设现场。

翁光建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安徽马
鞍山经开区加速“智
改数转”，大力推进
中小企业向“专精特
新”方向发展，让创
新创造释放出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
能量。图为马鞍山经
开区一家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
职工正在赶制蒸压加
气混凝土高端装备出
口产品。

王文生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6月 16日电 （记者孔
德晨）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日前召开
的例行发布会获悉，全国已有查明
矿产资源储量的163个矿种中，近四
成储量均有上升。锂、钴、镍等战
略 性 新 兴 矿 产 储 量 分 别 同 比 增 加

57%、14.5%和 3%，锂矿探明储量大
幅增加。

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
司长薄志平介绍，随着找矿突破战略
行动的不断推进，中国矿产资源储量
明显提升。根据 2022 年度全国矿产

资源储量统计数据，油气矿产方面，
石油同比增长 3.2%，天然气同比增
长 3.6%，页岩气同比增长 3.0%，煤
层气与2021年基本持平。

非油气矿产方面，锂、钴、镍等
战略性新兴矿产储量分别同比增加
57%、14.5%和 3%；铜、铅、锌等大
宗 矿 产 储 量 分 别 同 比 增 加 16.7% 、
7.1%和 4.2%；铍、锗、镓等稀有金
属储量分别同比增加 11.7%、7.9%和
16.5%；金矿同比增加 5.5%；非金属
中，普通萤石、晶质石墨同比增加
27.8%和3.5%。

其中，锂被誉为绿色能源金属
和“白色石油”，广泛应用于储能、

化工、医药、冶金、电子工业等领
域。中国锂矿种类丰富，有盐湖卤
水锂矿、锂辉石矿和锂云母矿，但
总体品位较低，优质锂资源较少，
主要分布在江西、青海、四川和西
藏等 4 省 （区），另外河南和新疆也
有少量分布。

根据 2022 年度统计数据，中国
锂 矿 储 量 （折 氧 化 锂） 同 比 上 涨
57%，其中江西储量超过青海和四
川，跃居全国第一，占全国总量的
40%。2022年度全国锂矿储量增量也
主要在江西，占增量的 94.5%，来自
于江西省宜春市的两个锂矿山。宜春
锂矿床类型主要为锂云母型，多为低
品位含锂的陶瓷土矿。

“随着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和新能
源汽车快速发展，锂资源的战略地位
日益凸显，各国纷纷将锂列入其关键
矿产目录，高度关注锂资源供应安
全。”薄志平介绍，随着锂云母提锂
技术提升，锂电新能源产业兴起带动
锂矿需求上涨，在国内快速释放锂资
源供给增量方面优势明显。随着含锂
陶瓷土矿开发利用规模快速增长，长
石粉和锂渣大量增长，其科学处置、
综合利用成为新能源产业发展需要特
别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2022年，全国锂矿储量同比增加57%——

中国查明矿产资源品种近四成储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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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电商企业开始忙碌，工作人员在各自岗
位上分拣、装车、叉运配制货品，备战即将到来的“6·18”商购热潮。图
为6月16日，连云区家得福电商物流园仓库内，工作人员在配送货品。

王 春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6月16日电（记者邱
海峰） 国家外汇管理局15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5 月份，银行结售汇、
企业和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
均呈现顺差，规模分别为33亿和19
亿美元。综合考虑其他供求因素，
境内外汇市场供求延续基本平衡。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
发言人王春英介绍，5 月份，市场
预期保持平稳，外汇交易理性有
序。结汇率 （客户向银行卖出外汇
与 客 户 涉 外 外 汇 收 入 之 比） 为
72%，环比基本持平，市场主体结
汇意愿继续处于近 1 年高位，总体
呈现“逢高结汇”的理性交易模

式。售汇率 （客户从银行买汇与客
户涉外外汇支出之比） 为 70.4%，
环比下降0.7个百分点，市场主体购
汇意愿基本稳定。

主要渠道跨境资金流动总体稳
定。经常项下，5 月份货物贸易涉
外收支顺差环比增长 23%，继续发
挥 稳 定 跨 境 资 金 流 动 基 本 盘 作
用；主要因居民跨境旅行缓慢恢
复，服务贸易跨境收支逆差有所
增加。资本项下，外商来华直接
投资资本金保持净流入，外资投
资境内债券市场进一步向好，境
内主体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证券
投资保持平稳有序。

5 月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

本报电（贾鹏） 今年以来，山
东省乐陵市人社局通过“直播带
岗”促进人岗对接，提高招聘效
率，扩大工作岗位辐射面。截至目
前，乐陵市企业用工服务专员共摸
排本市用工企业 612 家，开展“直
播带岗”170 期，推送岗位 1129 个，
提供岗位总需求数6635人。

据乐陵市人社局局长宋殿民介
绍，乐陵市线上线下同步发力，高
频次举办 6 场线下专场大型招聘
会，开展“直播进企业”、“周末招
聘夜市”、“直播培训”、“人社局长

带岗”等特色活动，助力劳动者实
现稳就业。

在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方面，
乐陵已经在全省率先完成扩大农村
劳动力就业集成改革，推进“数
字就业”，形成以智慧劳务平台为
中 枢 ， 县 级 就 业 服 务 中 心 为 龙
头，镇级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为纽
带，130 个村级就业服务站和 1048
名就业信息员为触角的三级就业服
务体系。今年以来，已提供就业岗
位 7000 个，1.2 万名农村劳动力实
现稳就业。

山东乐陵“直播带岗”促就业山东乐陵“直播带岗”促就业

本报电 （王欣） 6 月 15 日，由
中建八局西北公司承建的隆基年产
100GW单晶硅片及年产50GW单晶
电池（一期）项目在陕西省西咸新区
泾河新城落地开工，这是新区成立以
来引进投资规模最大的产业项目。

近年来，作为陕西省唯一国家
级新区，西咸新区坚持创新驱动引
领，不断加强招商引资和项目建
设，先后引进建设了隆基电池、创
维电子、秦川机床等一大批优质产
业项目，着力构建“特色园区承
载+重点产业集聚”的发展新格
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强产业、增
动能、聚合力。截至去年 9 月底，

西咸新区共认定科技型中小企业
1861 家，新增数量是 2021 年同期的
2.7倍；认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85
家，新增数量是 2021 年同期的 2.3
倍；技术合同交易额119.92亿元。

未来，西咸新区将围绕全省 23
条、西安市19条重点产业链，布局
光伏、氢能、智能网联汽车 3 条主
导产业链，打造新能源、数字经
济、大健康等 7 大产业集群，培育
生物医药、新材料等若干特色产
业，围绕主导产业集聚创新要素，
加强协同创新，形成核心竞争力，
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助力
全省创新发展。

西咸新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电（戴元明、高大涛） 为
强化人大代表建议办理，贵州省毕
节市今年设立5900万元人大代表建
议办理专项资金，聚焦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着力解决乡村道路修建和维修、教
育设施改善等民生实事。

毕节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1
年以来，毕节探索设立人大代表建
议办理专项资金，重点实施单个金
额在50万元以内且年内能完成并取
得实效的民生项目。同时建立专项
资金使用绩效评估机制，在专项资
金实施项目投入使用后，由代表建
议项目管理工作组会同财政部门，

对每年全市专项资金项目实施情况
开展监督检查、预算执行监控和绩
效评价，确保专项资金使用取得实
效。去年，全市各级人大代表通过
走访座谈、电话微信等方式，开展
联系群众工作3.9万人次，并通过提
出议案建议等方式进行交办，推动
216个民生实事有效解决。

今年以来，毕节市已组织开展
实施人大代表建议办理专项资金项
目31个，涵盖道路维修与硬化、路
灯安装、桥梁建设、公共厕所修
建、农贸市场建设改造、饮水工
程、沟渠治理、教育设施等 8 个方
面，惠及群众9.1万余人。

强化人大代表建议办理

毕节今年设5900万元专项资金

本报昆明 6月 16 日电 （记者
刘发为） 16日，“绿水青山论坛·滇
池大会”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论坛
旨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
求，推动高质量绿色发展，讲好生态
文明建设的中国故事，为全球生态文
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

论坛以“中国式现代化与绿色
发展”为主题，由人民日报社、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共同指导，中国经
济周刊、中国林场协会、中共昆明
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中国绿化基

金会公益支持，云天化集团特别支
持，来自政府部门、企业界、学术
界和中央媒体代表 300 余人共同参
与论坛。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秘
书长程庆民，国家林草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唐芳林，中国绿化基金
会主席陈述贤，中共昆明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徐晓梅致开幕词。

论坛期间，与会人员围绕“绿
色治理的商业力量”“绿色高质量发
展的云南样板”“乡村振兴与生态、
文旅产业发展”三个主题进行了讨
论，为“中国式现代化与绿色发
展”建言。

“绿水青山论坛·滇池大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