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19日
发布。

意见指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
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

意见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加快营造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优化民
营经济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
企业家权益，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使各种

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
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引导民营企
业通过自身改革发展、合规经营、转型升级不
断提升发展质量，促进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
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作出积极贡献，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
进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承担起更重责任、发
挥出更大作用。

意见提出，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强化民营经济
发展法治保障，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
发展，促进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持续营造
关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社会氛围。

在加强组织实施方面，意见要求，坚持和
加强党的领导，完善落实激励约束机制，及时
做好总结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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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 远

民营经济发展迎来重磅文件。7 月 19 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
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意见》从

“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加大对民营
经济政策支持力度”等方面提出三十一条具
体措施。

民营经济撑起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是
观察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窗口之一。我国
民营企业量大面多。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 5 月底，我国登记
在册民营企业达到 5092.76 万户，较 2012 年底
（1085.7 万户）增长了 3.7 倍，民营企业在企业
中的占比由79.4%提升至92.4%。

近年来，受诸多因素影响，一些民营企业
在发展中遇到了新的困难挑战，必须采取切实
可行的措施，化解难题，激发发展动力。

笔者认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
“内外合力”。

“外”是政策支持。
我们看到，在《意见》公布之前，相关部门

已就发展民营经济频繁发声。
例如，在 7 月 18 日举行的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3 年 7 月份新闻发布会上，国民经济综合司
副司长李慧提到，下一步，将持续发挥与民营
企业沟通交流机制作用，坚持常态化召开民营
企业家座谈会。此前，在 7 月 3 日至 7 月 17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主持召开了 3 场
民营企业家座谈会。

而且，此前，各地、各部门为支持民营企业
乘风破浪、开拓创新推出一系列举措，涵盖了
民营企业生命周期所涉及的各个重点领域。
比如，在资金支持方面，多地用“真金白银”加
大对优秀企业的资金奖励或予以财政支持，以
提升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力。

值得关注的是，7 月 20 日，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副
主任李春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徐晓兰、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安立佳介绍促进民营经济
发展壮大有关情况。

再结合《意见》来看，“加大对民营经济政
策支持力度”。精准制定实施各类支持政策，
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加强政策协调性，及时回
应关切和利益诉求，切实解决实际困难。

这些清晰而强烈的信号体现的是政府对
民营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有助于增强民营
企业发展信心和预期，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

“内”是民营企业要通过自身的转型升
级、技术突破等实现蜕变，自觉走好高质量
发展之路。比如，要加强技术创新，在创新
中实现高质量发展；要转变发展方式，转换
增长动力，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中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把握产业链上的内在
联系，在融合与产业互动中寻找机遇以实现
高质量发展。

笔者相信，数量众多的民营企业，在内外
双重动力的推动下，将不断释放强大活力，为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内外合力”
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韩 昱

7月19日，财政部召开2023年上半年财
政收支情况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

数据显示，财政收入方面，上半年，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9203亿元，同比增长
13.3%。其中，税收收入99661亿元，同比增长
16.5%；非税收入19542亿元，同比下降0.6%。

财政部国库支付中心副主任薛虓乾介
绍，财政收入增幅较高，除经济恢复性增长
带动外，主要是去年 4月份开始实施大规模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集中退税较多，拉低
基数，今年相关退税恢复常态，上半年同比
少退 15236亿元。受此影响，税收收入特别
是国内增值税大幅增长，相应拉高财政收入
增幅。

在财政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133893 亿元，同比增长 3.9%。
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
支出 16666亿元，同比增长 6.6%；地方一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11722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5%。在主要支出科目中，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同比增长 7.9%、教育支出同比增长

5%、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 6.9%，增长幅
度较高。

薛虓乾表示，财政支出方面，各级财政
部门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保持必要支出强
度，持续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和关
键领域的投入，基本民生、乡村振兴、区域重
大战略、教育、科技攻关等重点支出得到有
力保障。

展望下半年收入形势，薛虓乾表示，我
国经济运行整体回升向好将为财政收入增
长提供重要支撑。但随着去年下半年留抵
退税逐步恢复常态，今年下半年留抵退税同
比少退的不可比因素会逐步消退，月度财政
收入增幅将相应有所回落，总体会与经济税
源增长相适应。

专项债券作为当前地方政府带动扩大
有效投资的重要手段，备受业界关注。财政
部预算司副司长李大伟就其上半年的发行
使用情况作介绍时称，呈现出及早下达额
度、支持重大项目、带动作用明显、防范偿债
风险等特点。

在“及早下达额度”方面，据介绍，去年
10月份提前下达2023年新增专项债券额度

2.19万亿元，人代会批准预算后下达1.51万
亿元。上半年，各地发行用于项目建设的
专项债券 21721亿元，支持地方建设实施一
大批惠民生、补短板、强弱项的项目。而在

“带动作用明显”方面，上半年，各地用作项
目资本金约 2000亿元，主要集中在交通基
础设施领域，近一半用于国家重大战略项
目，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的撬
动作用。

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于晓明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半年专项
债券发行规模较大，支持了一大批基础设
施建设和民生项目，这有助于满足地方经
济发展的需求，推动经济持续增长。预计
后续专项债券的发行使用会继续保持增长
态势，以进一步支持地方建设和推动经济
发展。

李大伟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对各地专
项债券支出进度进行通报预警，指导地方
加快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节奏，积极发挥专
项债券在拉动有效投资中的积极作用，以
稳投资带动稳就业、稳增长，更好发挥专项
债券的效能。

上半年财政收入同比增13.3%
持续加大对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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