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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亮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以推动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
发展”。

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需
要实施五方面重大战略举措。“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就是其中之一。这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共同富裕
的内在要求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

具体来说，就是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
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
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对此已有
相关规划。

其中，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就是要从
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振兴取得
新突破、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鼓励东部地区
加快推进现代化、支持特殊类型地区发展、健全区
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等六方面入手，在发展中促
进相对平衡。

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就是要从加快推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积极
稳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升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水平、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等五方面发力，聚焦实现战略目标和提升引

领带动能力，推动区域重大战略取得新的突破性
进展，促进区域间融合互动、融通补充。

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区域发展相对差距持续缩小，动力源地区引
擎作用不断增强，重要功能区关键作用更加明显，
特殊类型地区实现振兴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水平不断提高，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人
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逐步接近，优势互补高质量
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初步形成。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区域协调发展是
一个动态的长期发展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在新
征程上继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协同和统筹
好政府功能和市场机制，久久为功。

从资本市场角度看，作为现代金融的核心，其
在配置资本资源、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新征程上进一步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更是大有可为。

首先，日益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可让各
区域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找到自己的定位，
借助相应的资本市场平台，实现企业发展质量的
提升，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及区域协调发展。

目前，我国已形成涵盖沪深主板、科创板、创
业板、北交所、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在内的多
层次资本市场，各板块特色分明、错位发展，市场
包容性、适应性和覆盖面大幅提高。下一步，通过
不断完善市场体系、加强基础制度建设，多层次资
本市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效能势必持续提升。

二是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将释放更

多红利。诸如正在扎实推进的股票发行全面注
册制改革，不仅可以带来企业上市融资的便利，
而且能够激活私募股权市场，相关区域将借助
资本市场的力量，形成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优质企业，推动区域经济稳健增长和协调发展。

三是可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并购重组主渠
道作用，支持行业领军上市公司带动中小企业
协同发展，促进产业链供应链贯通融合和经济
转型升级。特别是通过跨区域并购、重大资产
重组等手段，帮助区域经济实现提质、增效、升
级。这方面大有潜力可挖，亦是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的重要抓手。

四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
同时，对于欠发达区域可采取一定倾斜政策。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既要锦上添花，培育
增长极，又要雪中送炭，增强欠发达地区发展
能力，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证监
会就曾表示，进一步加强与西部地区各地方政
府的沟通协作，积极培育优质上市资源，共同
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信通过此类举措，
资本市场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中将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积极作用。

号角已吹响，奋进再出发。喜乘党的二十
大东风，让我们勠力同心，奋力谱写资本市场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新篇章。

谱写资本市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新篇章

本报记者 孟 珂

10月2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初
步 核 算 ，前 三 季 度 国 内 生 产 总 值（GDP）
87026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3.0%，比上半年加快0.5个百分点。

三季度，我国GDP为307627亿元，按不变
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9%，比二季度加快3.5
个百分点。“三季度稳增长政策发力显效，宏
观经济转入回稳向上过程，GDP增速略超市
场预期。”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工业生产明显回升

数据显示，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4.8%，比二季度加快4.1个百分
点。其中，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6.3%，比上月加快2.1个百分点，环比
增长0.84%。9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企业生产
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3.4%，上升1.1个百

分点。
王青表示，受基数下沉、稳增长政策发力

带动基建投资提速等因素影响，9月份工业增
加值增速取得超预期表现。整体看，今年以
来工业生产表现出较强韧性，三季度工业生
产较二季度明显改善。

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司副司长江源介
绍，三季度，随着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
策措施落地显效，工业生产克服疫情散发多
发、极端高温天气等不利因素影响，呈现积极
恢复、持续改善态势。 (下转A2版)

稳增长政策发力显效 三季度GDP同比增长3.9%

本报记者 包兴安

近期，外资重大项目接连开工。与此同
时，加码稳外资政策信号持续释放。

10月13日，西部陆海新通道广西普通国省
干线公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开工，项目总投资
约57亿元，标志着广西目前利用外资金额最大
的项目正式开工建设；10月20日，优沃德（中
国）高端粘合剂建设项目开工，项目计划总投
资1.06亿元。

上述重大项目先后落地，是外资积极布局
中国的缩影。今年以来，外资持续加大在华投
资，我国使用外资规模继续保持增长。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927.4亿元，按可比口径同
比增长16.4%。从行业来看，高技术产业实际
使用外资增长33.6%。

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
员张依群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外资重大项
目快速落地，一方面表明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
随着国内经济转型和健康发展越开越大；另一
方面，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和增速都保持
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动
力、潜能、韧性正在持续释放，中国市场对外吸
引力和产业结构的完整性正不断增强，中国经
济内在高质量提升的巨大空间越来越受到国

际资本的关注。
据了解，国家层面目前已推出五批33个重

大外资项目，总投资约1380亿美元。如巴斯夫
（广东）一体化基地项目、沈阳华晨宝马第三工
厂项目等已陆续投入运营。

10月17日，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赵辰昕表示，将推出第六批重大外资项目，在
中央层面给予产业规划、用地、环评、能耗等政
策的支持，推动项目加快落地。

在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翁梓驰看来，由于
我国具有较好的创新环境和内需潜力，外资企业
始终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外资持续加大在
华投资，为我国产业链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重大外资项目带动作用明显。商务部最新
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合同外资1亿美元以上
大项目实到外资668.5亿美元，同比增长35.0%，
占我国同期实际使用外资比重达53.9%。

张依群表示，从外资投资的项目看，不仅
包括传统的制造业投资，还包括一些重大的基
础设施投资。投资领域范围继续扩大，进一步
打开了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空间，增强了外资
参与中国经济实现共同发展的愿望和能力。

外资重大项目落地离不开政策支持。今
年以来，我国出台稳经济系列政策举措，着力
保障重点外资项目要素合理需求，推动一批重
点项目加快建设。 （下转A3版）

外资在华投资规模领域不断扩大 中国经济潜力持续释放

本报讯 10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
显示，前三季度，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约24.8
亿千瓦，同比增长8.1%。其中，风电装机容量
约3.5亿千瓦，同比增长16.9%；太阳能发电装
机容量约3.6亿千瓦，同比增长28.8%。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国发电设备累计
平均利用2799小时，比上年同期减少87小时。
其中，火电3295小时，比上年同期减少49小时；
核电5576小时，比上年同期减少267小时；风电
1616小时，比上年同期减少24小时。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国主要发电企业
电 源 工 程 完 成 投 资 392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1%。其中，太阳能发电1328亿元，同比增长
352.6%。电网工程完成投资3154亿元，同比增
长9.1%。 （包兴安）

国家能源局：

前三季度全国累计
发电装机容量同比增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