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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8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新华网将进行现场直播；全国各级广播电视主频道、主频率，各新闻网站、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今日举行
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

本报记者 侯捷宁

今天，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
诞。从1921年嘉兴南湖的一艘小小
红船出发，到如今领航中国经济巨轮
行稳致远，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
初心历久弥坚。

新中国成立以来，70余年建设中
探索出的宝贵经验，40多年改革开放
积淀的雄厚制度、文化、人才、物质基
础，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历史性成就，为中国经济迎难而上
赋予“长风破浪会有时”的能力与自
信，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直
挂云帆济沧海”的澎湃动力。

从“一穷二白”
到GDP突破百万亿元

2021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公
布的《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显示，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
总值达101.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2.3%，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
的主要经济体。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可谓
“一穷二白”，经济基础极为薄弱。1952
年，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实
现量的提升和质的飞跃。1956年，GDP
突破1000亿元，达到1031亿元；2010年
突破40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2012年，GDP达到50万亿元；2020
年，GDP突破100万亿元大关。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
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对世界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成为
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
这标志着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
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

科技创新步伐坚定
发展动能转换引擎

科技创新是中国经济社会繁荣

的强大推动力。
纵 观 我 国 科 技 发 展 历 程 ，从

1956年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
到 1985 年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进入
全面实施阶段，再到 1995 年 5 月份
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正式提出

“科教兴国”战略，2006 年 2 月 9 日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纲要（2006－2020年）》发布，对我国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全面规划
和部署。

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科
教兴国战略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党
中央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每一个
关键节点作出的重大部署，吹响了中
国科技发展的“冲锋号”，释放出强大
的动能。

从“嫦娥”探月到“长五”飞天，从
“蛟龙”入海到航母入列，从北斗组网

到 5G商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中国以一系列
科技创新成就，走出了自立自强益发
铿锵而坚定的步伐。

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
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和经济结
构，以现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
为引领的数字经济不断改造经济
发展模式，数字化将进一步降低供
需对接成本，优化传统制造方式，
引起生产、流通、分配和就业等各
领域的连锁反应。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也将涌现出更
多创新主体和旺盛的融资、并购重
组等资本需求。

为了响应科技创新的诉求，资
本市场“把支持科技创新放在更加
突出位置”，通过支持科技企业直接
融资，赋能科技创新，促进科技、资

本和产业高水平循环。2009 年 10
月份，创业板应运而生；2019年 7月
份，科创板成功开市，硬科技企业的
直接融资渠道得以畅通；2020 年 7
月份，新三板精选层开市交易，中小
型科技企业找到了量身定制的融资
平台；2020年 8月份，创业板注册制
正式落地，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服
务科技创新的能力进一步提升，包
容性和覆盖面显著增强。

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以
来，已有 435 家科技类企业上市融
资，募资金额超过 4800亿元。上市
公司结构明显改善，科技、医药、消
费、新能源等行业市值合计占比由
2018年的36%提升至59%。

科创板设立之前，A股市场只有
36家集成电路企业，目前已增加到
66家，总市值合计 2.24万亿元，有效
支持了集成电路产业链的完善和壮

大。借助资本市场平台，科技类公司
获得了更多的发展资金，进一步加大
研发投入，实现了创新发展与业绩改
善的良性循环。

科技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
本”的特征日益显著，资本市场在促
进创新资本形成和激发企业家精神
等方面的功能日益发挥，体制机制
的不断完善，也有效引导资本等要
素集聚，最大限度激发企业的创新
创造活力，推动科技创新企业成长
壮大，助力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实
现高水平循环。

居民可支配收入迅猛增长
财富管理需求水涨船高

在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科技实
力不断提升的同时，民生状况也在持
续改善。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195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
119元。而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
体超过4亿人。

与此同时，居民财富呈现爆发式
增长。根据《2021 中国私人财富报
告》显示，2020年中国个人可投资资
产总规模达到 241 万亿元人民币。
随着中等收入群体以及高净值人群
数量的扩大，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财富
管理需求也迅猛增长。

合理优化的居民家庭金融资产
配置，对于城乡居民来说是扩大财产
性收入，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关键。
而对于宏观经济来说，优化家庭金融
资产配置的本质是让社会资金流向
更具效率的主体，是促进实体经济发
展的有力支撑。

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就要求把加快改善分配结构、促
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
的位置，同时为提升资本市场的财
富管理功能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发展
机遇。 （下转B2版）

奋进百年 红色力量领航中国经济巨轮再出发

本报评论员 董少鹏

百 年 强 国 路 ，今 又 开 新 篇 。
2021年7月1日，我们满怀喜悦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从深厚历
史中汲取奋斗力量，续写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华彩乐章。
资本市场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构建经济“双循环”体系的重
要支撑，要紧紧围绕大局，服务国家
战略，深入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新征程上
做出更大贡献。

过去的100年间，党领导人民
披荆斩棘、艰苦奋斗、砥砺前行，开
辟并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奇
迹。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国内生产总值由当年的3679亿
元增长到2020年的101.6万亿元，占
世界经济的比重达到17%；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连续第二年超过1万美
元，标志我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
家行列。据多个智库测算，到2025

年，我国将稳步跨越中等收入线，
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我国作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
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
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并
且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
一，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
多年保持在30%左右，一举一动备
受全球瞩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
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
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
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
著提升，是党带领全国人民咬定青
山不放松、一代接着一代干的重大
成果，体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等各领域建设的全面进步，
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先进性、巨大感召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时代潮
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

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8年多来，我们深入落实新发
展理念，不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对外开放合作不断拓展，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污染
防治攻坚战效果显著，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攻坚战取得成效，如期
完成“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
划任务，经济建设、民生福祉全面
推进，创造了新的发展奇迹。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中
央统揽全局、周密部署，全国人民
上下一心、顽强拼搏，疫情防控取
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增速在主
要经济体中率先“转正”。后疫情
时代，我国经济社会生机盎然、活
力满满，继续成为全球稳定和持
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我国资本市场自1990年创立，
走过30多年的发展历程，是一个
依然年轻的市场。得益于国家综
合实力显著提升和经济社会科技
持续进步，其日渐成为与实体经

济相辅相成、相容共生的重要市
场，也成为全球投资者瞩目的重
要平台。党的十八大以来，资本
市场在完善立法、夯实基础、提高
违法成本、有序化解风险、提升主
体 质 量 、保 护 投 资 者 权 益 等 方
面 ，实 施 了 一 系 列 重 大 改 革 举
措。发行注册制取得突破，科创
板顺利推出，创业板改革落地，
债券市场机制优化，期货市场功
能进一步完善。市场环境不断
净化，市场生态显著优化。资本
市场双向开放步伐加快、规模扩
大，境外投资者参与度提升，“中
国价格”“中国指数”的国际影响
力、吸引力得到增强。资本市场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的组成部分，将随着经
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不断拓展新空
间，丰富新内涵。

大道之行，壮阔无垠。今天，
我们已经开启新的征程，“十四
五”规划正渐次推进。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
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
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
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
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
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依靠创新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和社会公
平。资本市场要提升治理水平，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形成规范、透
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
市场，为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健
康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经济社会生机盎然 资本市场续写华章

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杜雨萌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讲好在
党领导下的资本市场故事，在中国证监会指导
下，中国证券博物馆特别策划推出的“力量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市场实
践和发展历程展”在上海金融交易广场揭幕试
运行。

该展览被列入中央宣传部、国家文物局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精品展览推介名单。展
览通过4个部分、600余件展品、近400幅图片，系
统回顾了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党的
领导下，经过一代代开拓者、建设者的不懈努力，
我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为革命、建
设、改革和发展融通资本、凝聚力量，取得伟大成
就、实现跨越发展的光辉历程。

第一部分是“开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21-1949）”，观众可以看到中国证券博物馆、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江西省博物馆、中国
钱币博物馆的珍贵馆藏，共有85枚新民主主义时
期的证券亮相，系目前集中展示该时期证券最多
的一个展览。

第二部分是“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时期（1949-1978）”，观众可以看到新中国初期继
续延用的各种股票，以及新发行的私营企业、公
私合营企业、合作社的股票，还可以看到中央政
府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国家经济建设公
债，以及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

第三部分是“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2012）”，观众可以看到
改革开放后发行的 1981年-1997年的国库券、各
种金融债券、企业债券，各种股票、股权证、股票
认购证。

第四部分是“跨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2012-2021）”，观众可以了解近30年间进行
了3次升级换代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展
柜中陈列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等重大改
革举措的重要见证物。在展区的中央，观众可以
通过“百年历程”裸眼3D“魔方”，了解我国资本市
场百年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

目前该展览尚在试运行阶段，将择日对公众
开放。

资本市场实践和发展
历程展在沪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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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能电力加快低碳转型
让火电厂变为“绿电厂”
..............................B4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在京盛大举行。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