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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强调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2月28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世界一

流企业的指导意见》、《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

的意见》、《关于推进国有企业打造原创技术策

源地的指导意见》。

会议审议了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2021年工作总结报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2022年工作要点》。

习近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 要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发展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毫

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

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加快建设一批

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

界一流企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程中实现更大发

展、发挥更大作用。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健全具有

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

求，切实解决贷款难贷款贵问题。要全方位谋划

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科学确定人才培养规模，优

化结构布局，在选拔、培养、评价、使用、保障等

方面进行体系化、链条式设计，大力培养造就一

大批国家创新发展急需的基础研究人才。 要推

动国有企业完善创新体系、增强创新能力、激发

创新活力，促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提升国

有企业原创技术需求牵引、 源头供给、 资源配

置、转化应用能力，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出台一

系列保护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促进各类

企业健康发展， 一些行业领军企业已经形成较

强的国际竞争力。 要支持引导行业领军企业和

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专精特新企业深化改革、

强化创新，加大培育力度。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

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动企业

主动开展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

要坚持壮大实体经济，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

业链现代化，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服务。

要支持企业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两种

资源，增强面向全球的资源配置和整合能力，将

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

要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 提高政

府监管和服务效能，保护和激发企业活力，注重

维护好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推动更多优秀企

业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

引导企业积极稳妥开拓国际市场。

会议强调，党中央部署实施《推进普惠金

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来，金融服务

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不断提升，在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补

齐民生领域短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要深

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把更多金融资源配

置到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快补齐县域、小微

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金融服务短板，促进

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科创金融等融合发展，提

升政策精准度和有效性。要优化金融机构体系、

市场体系、产品体系，有效发挥商业性、开发性、

政策性、合作性金融作用，增强保险和资本市场

服务保障功能，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有序推进数

字普惠金融发展。 要完善普惠金融政策制定和

执行机制，健全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制度规则、

基层治理，加快完善风险分担补偿等机制，促进

形成成本可负担、商业可持续的长效机制。要高

度重视防范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

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严的氛围， 把严的要求落到

实处，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坚决惩处金融领域腐

败，查处违纪违法人员。

会议指出， 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

等教育体系，有各项事业发展的广阔舞台，完全

能够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 完全能

够培养出大师。 要走好基础学科人才自主培养

之路， 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面向经济主战

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遵循教育规律， 加快建设高质量基础学科人才

培养体系。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把理想信念教

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引导人才深怀爱党爱

国之心、砥砺报国之志，（下转A02版）

春山在望 珠三角企业不惧风吹浪打

●本报记者联合报道

虎年开春，珠三角这片改革热土早早醒

来，机器轰鸣、港口繁忙、高速公路车流滚

滚，场面催人奋进。

中国证券报记者奔赴深圳、广州、东莞、

佛山等地，调研发现，在遭遇多次外部冲击

和产业结构调整阵痛之后，珠三角企业挺住

了，而且发展越来越好。

2021年珠三角9市GDP首次突破10万

亿元。 新的一年，“世界工厂” 站在新起点，

仿佛一艘巨轮闯过激流险滩， 驶向梦想的

彼岸。

机器轰鸣 订单饱满

它若塞车，世界缺货。 沿深圳梅观高速

疾驰，大量企业、工厂分布两侧。富士康与华

为两家巨无霸隔路相望。

20万人的富士康深圳园区节后返工率

超过95%，生产线日夜不停，员工加班加点。

为了应对巨量订单，深圳园区负责苹果手机

组装的事业群向社会紧急招募员工，开出每

人最高4480元的招工奖励。

新年伊始，华为传出在深圳福田建设数

字能源总部及研发基地的消息。 近两年，华

为在各地投资超百亿元拿地十余宗，建造各

类研发中心、研究所和区域总部。 中国证券

报记者在华为九龙山新能源产业项目工地

看到，这块4个月前拍下的产业用地已经动

工，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

五颜六色的集装箱堆满了广州港南沙

港区码头，港口生产一片繁忙。港区内，工作

人员正对吊车、框架楼梯等区域进行喷洒消

毒；码头边，门座式起重机挥舞长臂，装卸着

集装箱。 几天时间，南沙港区有80余艘次内

外贸船舶到港作业。 今年1月份，广州港集

团累计完成外贸集装箱吞吐量83.3万标准

箱，同比增长13.6%。

在位于佛山顺德的光启技术生产基地，

1000多名员工在流水线上紧张忙碌， 赶制

超材料结构件。 该基地去年刚刚投产，正处

于产能爬坡期。 “基地24小时运转，属于满

产状态，每天工人两班倒。 ” 光启技术董事

长刘若鹏说， 去年以来公司订单开始放量，

抓生产保交付是最重要的工作。

刘若鹏表示，超材料行业没有先例可

循，从研发到量产的每个环节，都靠公司

“摸着石头过河” 。为保证订单按时交付，

自己春节前后大部分时间都在顺德基地

一线办公， 就是为了第一时间掌握产能

进度。

“北交所一哥”贝特瑞是全球最大的锂

电负极材料提供商，董秘张晓峰表示，因为

技术领先，行业景气度高，公司订单充足。贝

特瑞全国5000多名员工， 超过3000人春节

期间坚守岗位，产线不停。“去年到现在，公

司都在扩产。 ” 张晓峰说。

创新驱动 笑看风云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珠三角30余家上

市公司发现，很多企业将创新作为应对挑战

的法宝，或推动产品转型升级，或转战其他

赛道。凡是积极创新的企业，订单基本无虞，

而且越是转型早、成效大的企业，稳增长的

底气越足。（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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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场注册制渐行渐近 金融活水浇灌创新之花

●本报记者 昝秀丽

全国两会即将召开。在全面实施股票发行

注册制的预期下，资本市场大力支持科技创新

成为市场热议的话题。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

访的代表委员及专家表示，全市场注册制渐行

渐近，将进一步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提升资本

市场服务创新经济的效率，科创企业将迎来更

多金融“活水” 。

助力科技创新“开花结果”

我国经济正加快向创新驱动转型。全国政

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

成长在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建议， 健全多层

次投融资服务体系， 促进企业创新联合体发

展。 在他看来，一年来，科技、资本与产业的良

性循环生态加速形成，资本市场服务国家战略

的能力持续提升。

“截至2月中旬， 科创板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企业数量达142家， 首发融资2443亿元。

创业板自注册制改革以来接纳约280家企业

上市，首发融资超过2000亿元。 此外，北京证

券交易所进一步加强对新经济企业的服务。 ”

杨成长认为， 资本市场在促进科创资本形成、

推动创新要素合理定价、 优化创新资源配置、

激发创新主体活力等方面的作用日渐提升。

从直接融资规模看，注册制改革激发A股

市场活力， 直接融资规模进一步扩大。 2021

年，我国资本市场实现股债融资逾10万亿元。

科学合理保持IPO、再融资常态化，其中沪深

市场有481家企业首发上市， 同比增长22%；

546家上市公司完成再融资，IPO、再融资规模

合计达1.5万亿元。

从资本要素配置比例看，要素资源不断向

科技创新领域集聚。2021年，科创板、创业板共

361家企业首发上市， 占全市场增量的比例逾

七成。 支持绿色低碳发展，推出碳中和绿色债

等创新工具，累计发行绿色债券逾4100亿元。

“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改革手段，资本市

场服务科技创新的能力显著增强。 ” 巨丰金融

研究院院长朱振鑫认为，在推进全市场注册制

进程中，服务科技创新的市场板块功能将更加

丰富、高效，错位发展将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

的科创企业提供相应的投融资支持，资本市场

将更加突出服务科技创新的功能。

提升服务创新经济能效

当然，从经济转型发展需要、科创企业实

际需求看， 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

深度和广度仍有待提升。

全市场注册制步入倒计时，资本市场包容

性有望进一步增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

制对科技型、创新型企业更具包容性，集中体

现在‘预估市值、收入、净利润’等上市指标方

面。在全市场注册制背景下，更要构建包容、完

备、适应性强的基础制度体系，综合科技企业

特点和融资需求，进一步完善发行、上市、再融

资、并购重组等制度，（下转A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