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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

共同会见中越两国青年和友好人士代表

● 新华社河内12月13日电（记者倪四义 宿亮

孙一）

当地时间12月13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河内同越共中

央总书记阮富仲夫妇共同会见中越两国青年和

友好人士代表。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国家会议中心时，受

到越方青年代表热烈欢迎。

习近平夫妇和阮富仲夫妇同中越两国青年

和友好人士代表亲切合影。

中越友好人士及青年见面会现场气氛热

烈，鲜花和两国党旗国旗交相辉映，汇成一片喜

悦的海洋。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赓续

传统友谊， 开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征程》

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向致力于中越友

好的新老朋友致以亲切问候。 习近平指出，昨

天， 我同阮富仲总书记一道宣布构建具有战略

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开启了中越两党两国

关系发展新阶段。 这是我们从振兴世界社会主

义和实现中越两国长治久安出发作出的重大战

略决策，深深植根于中越传统友好，符合两国人

民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

回首过去，我们志同道合、守望相助。 近代

以来，中越两党和两国人民坚守共同理想信念，

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进程中风雨同

舟、相互支持。 胡志明主席的著名诗句“越中情

谊深、同志加兄弟” ，成为两国人民对那段峥嵘

岁月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立足当下，我们初心

如磐、合作共赢。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5

年来，中越两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大力推进互

利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展望

未来，我们前途相关、命运与共。 中国正在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越南正在大力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建设。 中国坚

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

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

念，让中国式现代化更多惠及周边国家。

习近平强调，中越友好的根基在人民、未来

在青年。 习近平对两国青年提出三点希望：

一是同做中越友谊的传承者， 为构建具有

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今天的

中国和越南，已经用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成就，

雄辩地向世界证明， 双方选择的发展道路完全

正确， 两国加强团结合作有利于各自社会主义

事业发展。 希望两国各界友好人士特别是青年

一代成为中越友好征程的领跑者， 为实现各自

国家百年奋斗征程和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

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二是争当亚太振兴的参与者， 为亚太地区

长治久安添砖加瓦。 中国改革开放和越南革新

事业取得巨大成就，既是自身奋斗的结果，也得

益于和平、开放、包容的亚太地区。 亚太是两国

安身立命之所， 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是人间正

道。双方要高举亚太共同体旗帜，汇聚更多团结

奋进的正能量， 共同为建设和谐繁荣的亚太地

区作出更大贡献。

三是敢为人类进步的开拓者， 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不懈奋斗。 中越两党都是胸怀天下

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中越两国都是国际社会负

责任的成员， 应该成为推进人类进步事业的中

坚力量。双方要以更广大的胸怀、更宽阔的视野

担起时代责任，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声，为推

动全球发展进步出力。

习近平强调，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行。 中

越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壮大的艰辛历程和辉

煌成就充分表明， 加强团结合作是两国战胜前

行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 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要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携手走好各自社会主义道路，让工业化现代

化建设成果更多惠及两国人民， 共同为人类进

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阮富仲表示，在共产党领导下，越中两国在争

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中始终坚定相互支持。 越中情谊深， 同志加兄

弟。 越方始终铭记和感谢中国长期以来为越南提

供的各种宝贵支持。 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建立15年来，两国政治互信日益加强，务实合作成

果丰硕。这两天，河内街头巷尾到处洋溢着喜庆热

烈的氛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对越南的国事

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 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共同宣

布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是越中关系

的历史里程碑， 必将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在福

祉，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越中关

系的未来在青年。 希望两国青年深入了解并继承

弘扬老一辈领导人缔结的深厚友谊， 为推动越中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长期稳定发展、 为越中两

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壮大注入新的活力。

中越双方代表也汇报了两国友好交往情

况。他们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对越南进行历史

性国事访问之际， 两党总书记亲自拨冗会见中

越友好人士和青年代表， 充分体现了两国两党

领导人对中越青年和友好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殷

切厚望。 两位总书记宣布共同构建具有战略意

义的命运共同体， 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和根

本利益，契合和平、合作、发展的时代潮流，必将

引领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辟更加美好

的新前景，树立周边邻国亲诚惠容的典范。两国

青年将传承弘扬“同志加兄弟” 的传统友谊，密

切交往交流，加强互学互鉴，深化互信友谊，实

现两位总书记提出的“民意基础更牢” 的目标，

为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努力和贡献。

蔡奇、王毅、王小洪等出席。

前11个月贷款增量超去年全年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量效能明显改善

●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人民银行12月13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前11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21.58万亿

元， 同比多增1.55万亿元；11月末社会融

资规模存量为376.39万亿元， 同比增长

9.4%，11月份增量为2.45万亿元，比上年

同期多4556亿元。

多位专家认为， 前11个月贷款增量

已超过去年全年，M2、 社融等数据也显

示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有力。

信贷力度保持稳固

数据显示， 前11个月人民币贷款增

加21.58万亿元，同比多增1.55万亿元。 11

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09万亿元，同比少

增1368亿元。

“客观全面分析信贷支持经济的力

度，需要综合累计增量、余额增速等指标

科学研判。 ”专家认为，前11个月贷款增

量已超过去年全年， 信贷支持实体经济

的力度保持稳固；11月末贷款余额增速

为10.8%，仍明显高于名义经济增速。

值得一提的是， 考虑到11月是传统

的信贷小月， 且在上年同期基数较高的

情况下，11月新增贷款已经不低。

日前发布的《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

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提出， 盘活存量资

金、 提高使用效率要求信贷结构有增有

减。 从“增” 的一面看，要持续加强对重

大战略、 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

融服务，优化资金供给结构；从“减” 的

一面看，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不

同成分之间自然会有所更替， 相关信贷

需求也随之改变和调整。

业内人士分析，11月贷款单月增量

看似比去年同期略有少增， 却是在房地

产市场重大转型、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

务风险化解、 中小银行改革化险等重点

领域防风险进程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取得

的。 在阶段性“减” 的压力比较大的情况

下，信贷保持平稳增长实属不易。

重点领域贷款增量占比上升

在贷款保持较快增长势头的同时，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能明显改

善。 近年来，科技创新、制造业、绿色发

展、 普惠小微等重点领域贷款增量和占

比都在明显上升。

数据显示，10月末，“专精特新” 、科

技中小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贷款分别同

比增长17.7%、22.1%、15.7%，均明显高

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10.9%）；上述

3类企业10月末中长期贷款增速分别

达到41.1%、92.2%、46.8%，保持高速

增长。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 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

重功能，盘活存量、提升效能，引导金融

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普惠小

微、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

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进一步得到

运用， 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流向科技创

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小微企业及房

地产行业等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

环节。

此外，在利率方面，贷款利率在历史

低位水平上延续下行态势， 切实增强实

体经济恢复发展的动力。 据了解，1至11

月企业贷款利率为3.89%，同比下降0.3个

百分点， 继续保持在有统计以来的历史

低位。（下转A02版）

发挥枢纽作用 资本市场力挺科技创新

●本报记者 昝秀丽

日前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以科技

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鼓励发展创业

投资、股权投资。

业内人士认为，资本市场具有“风险共担、

收益共享” 的突出特征，对于促进创新资本形

成、支持科技创新具有天然优势。推动更多优质

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集聚，资本市场大有可为。

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的具体措施将持续加力，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也

将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手

段，更好发挥出资本市场的枢纽作用。

资本支持创新发展成为共识

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以

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放在2024

年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 意味着引领创新驱动

发展已成为资本市场肩负的重要使命之一。

“会议将 ‘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

系建设’ 置于新一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的首

位，属近年来首次。 这一新部署，是党中央基于

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发展重心的综合研判而

做出的精准战略判断。 ”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

学院副院长田轩说。

田轩分析，目前，我国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

关键节点。充分发挥科创企业的引领支撑作用，

激活科技创新支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动能，

从而完成以经济结构转型和高新技术自主化为

支撑的增长动力转换攻关， 已成为当前一项紧

迫的改革任务。

中信证券首席策略师秦培景表示， 科技创

新在经济工作会议中被重点提及， 结合今年高

层对科技工作的调研和指示， 体现了党中央对

科技工作的高度重视。

“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 ，明确了

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的重要抓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

部长、研究员刘向东表示，“以科技创新引领现

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

投资” 意味着，未来会有更多优质资源向科技

创新领域集聚投入，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

以及引导金融机构“投科技” 等方面的支持力

度均有望加大。

助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锚定 “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 这一关键目标，业内人士认为，有关部

门将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持续完善

资本市场基础制度， 更好支持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

“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是

最活跃的创新力量， 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

实践主体。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需要发

挥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功能，（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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