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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将赴印尼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

赴泰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并对泰国进行访问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1日宣布：应印度尼西亚

共和国总统佐科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14日至17日赴印尼巴厘岛

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

应泰王国总理巴育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17日至19日赴泰

国曼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泰国进行

访问。

与会期间，习近平将应约同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拜登、塞内加尔总

统萨勒、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等多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

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二十条措施公布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11日公布《关

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

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党中央对

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作出重要部

署、提出明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不折不扣把各

项优化措施落实到位。

（一）对密切接触者，将“7天集中隔离+3

天居家健康监测” 管理措施调整为“5天集中

隔离+3天居家隔离” ， 期间赋码管理、 不得外

出。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第1、2、3、5天各开展1

次核酸检测， 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第1、3天各开

展1次核酸检测。

（二）及时准确判定密切接触者，不再判定

密接的密接。

（三） 将高风险区外溢人员 “7天集中隔

离” 调整为“7天居家隔离” ，期间赋码管理、不

得外出。 在居家隔离第1、3、5、7天各开展1次核

酸检测。

（四）将风险区由“高、中、低” 三类调整

为“高、低” 两类，最大限度减少管控人员。 原

则上将感染者居住地以及活动频繁且疫情传播

风险较高的工作地和活动地等区域划定为高风

险区，高风险区一般以单元、楼栋为单位划定，

不得随意扩大；高风险区所在县（市、区、旗）的

其他地区划定为低风险区。 高风险区连续5天

未发现新增感染者，降为低风险区。符合解封条

件的高风险区要及时解封。

（五） 对结束闭环作业的高风险岗位从业

人员由“7天集中隔离或7天居家隔离” 调整为

“5天居家健康监测” ，期间赋码管理，第1、3、5

天各开展1次核酸检测，非必要不外出，确需外

出的不前往人员密集公共场所、 不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

（六） 没有发生疫情的地区严格按照第九

版防控方案确定的范围对风险岗位、 重点人员

开展核酸检测，不得扩大核酸检测范围。一般不

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只在感染来源

和传播链条不清、 社区传播时间较长等疫情底

数不清时开展。 制定规范核酸检测的具体实施

办法，重申和细化有关要求，纠正“一天两检”

“一天三检”等不科学做法。

（七）取消入境航班熔断机制，并将登机前

48小时内2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调整为登机前

48小时内1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八） 对于入境重要商务人员、 体育团组

等，“点对点” 转运至免隔离闭环管理区（“闭

环泡泡” ），开展商务、训练、比赛等活动，期间

赋码管理，不可离开管理区。中方人员进入管理

区前需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接种， 完成

工作后根据风险大小采取相应的隔离管理或健

康监测措施。

（九） 明确入境人员阳性判定标准为核酸

检测Ct值<35， 对解除集中隔离时核酸检测Ct

值35—40的人员进行风险评估， 如为既往感

染，居家隔离期间“三天两检” 、赋码管理、不得

外出。

（十）对入境人员，将“7天集中隔离+3天

居家健康监测” 调整为“5天集中隔离+3天居

家隔离” ，期间赋码管理、不得外出。 入境人员

在第一入境点完成隔离后， 目的地不得重复隔

离。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第1、2、3、5天各开展1

次核酸检测， 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第1、3天各开

展1次核酸检测。

（十一）加强医疗资源建设。制定分级分类

诊疗方案、不同临床严重程度感染者入院标准、

各类医疗机构发生疫情和医务人员感染处置方

案，做好医务人员全员培训。做好住院床位和重

症床位准备，增加救治资源。

（十二）有序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制定

加快推进疫苗接种的方案， 加快提高疫苗加强

免疫接种覆盖率， 特别是老年人群加强免疫接

种覆盖率。 加快开展具有广谱保护作用的单价

或多价疫苗研发， 依法依规推进审批。 （下转

A02版）

证监会国资委联合发文支持央企发行科创债

推动完善科创企业债券融资生态体系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中国证监会11月11日消息， 中国证监会

和国务院国资委日前联合发布 《关于支持中

央企业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的通知》，通过

优化市场服务运行机制、监管考核标准、融资

决策程序等方式多措并举支持中央企业发行

科技创新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支持中央企业

开展基础设施REITs试点， 鼓励中央企业增

加研发投入，鼓励商业银行、社保基金等中长

期资金加大科技创新公司债券投资。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 后续证监会将抓

紧细化落实《通知》各项工作举措，持续积累

债券市场服务科技创新领域的实践经验，继

续深入市场调研、充分论证，持续推动完善科

技创新企业债券融资生态体系。

鼓励央企增加研发投入

《通知》旨在进一步健全资本市场服务

科技创新的支持机制，发挥中央企业科技创

新的引领示范作用，促进科技、资本和产业

高水平循环，引导各类金融资源加快向科技

创新领域聚集，更好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

《通知》明确，通过优化市场服务运行机

制、监管考核标准、融资决策程序等方式多措

并举支持中央企业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并积极支持中央企业开展数据中心、

工业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领域

REITs试点，促进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

资；鼓励中央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同时将募集

资金通过权益出资、供应链金融、园区孵化等

途径带动中小企业创新协同发展； 增强证监

会与国资委在规范与服务中央企业科创融资

等方面的政策协同， 形成引导金融资源向科

技创新领域聚集的合力。

在今年7月上交所举办的中央企业科创

债融资支持座谈会上，中航工业、中兵工业、

中国电科、中石化、中国诚通、中国铁建、中国

交建等7家中央企业代表分别介绍了近年来

科技研发投入情况及成果， 并对科创债融资

便利度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与会嘉宾均表示，

科创债的推出恰逢其时， 与中央企业加大研

发投入、 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的步伐一

致，科创债的潜在融资需求较高。

证监会指出，下一步，证监会、国资委将

抓紧细化落实各项工作举措， 充分发挥中国

特色现代资本市场推动科技创新的机制优

势、专业优势，以中央企业科技创新为引领示

范，带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科技创

新和融通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

引导金融资源向科创领域聚集

近年来， 证监会持续推动完善科技创新

企业债券融资生态体系， 引导各类金融资源

加快向科技创新领域聚集。

2017年，证监会推出创新创业公司债券，

拓宽初创期、 成长期企业的融资渠道；2021

年，开展科技创新公司债券试点，将支持对象

拓展到成熟期企业转型升级等领域；2022年，

推动科技创新公司债券试点转常规， 将创新

创业公司债券纳入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统筹管

理，并进一步完善发行主体、资金用途、信息

披露和配套安排等制度措施， 发布有关业务

指引。 国资委推动中央企业积极用好债券市

场改革发展机遇， 主动参与科技创新公司债

券试点发行， 为促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

供中长期资金支持。

截至目前，科技创新公司债券共支持130

多家企业融资近1400亿元， 主要投向集成电

路、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前沿领域，助力科

技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发债主体既

有天图资本、璞泰来新能源、TCL科技、小米

通讯等民营企业，（下转A03版）

多地三年行动成绩单亮相

国企改革开启新阶段

●本报记者 刘丽靓

近期， 随着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步入收官冲

刺期，湖北、湖南、河北、贵州等地密集披露“成

绩单” 。 多地主体任务已基本完成， 市场化机

制、 结构调整等一系列改革所形成的竞争优势

为国企发展注入新动能， 也为资本市场注入新

活力。

业内人士认为， 国企改革已经从进度上实

现预期成效，并开启“深化”新阶段。未来，地方

国企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将积极推进，混

改上市将加速落地。

重组整合动作不断

从多地晒出的“成绩单”看，今年以来地方

重组整合动作不断。

陕西省积极推进专业化重组， 推动陕西建

工整体上市、合并陕西交通产业新设陕西交控、

合并省市轨道交通企业设立陕西轨道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等。

“下一步， 陕西省国资委将继续推动省属

企业之间重组，加快实施建筑、旅游、地质、机械

等同类业务融合， 进一步向纵深推进国资国企

改革。 ” 陕西省国资委企业改革处相关负责人

表示。

湖南省从推进战略性重组到专业化整合，

再到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 国有经济布局优化

和结构调整动作不断。目前，湖南省国资委直接

监管企业由24家调整至18家，资源集中度进一

步提升。（下转A02版）

安徽芜湖打造轨道交通产业链集群

11月9日，中车浦镇阿尔斯通运输系统有限公司工人在轨道交通车辆生产线上工作。

近年来，安徽省芜湖市培育轨道交通产业链集群，逐步形成以中车浦镇阿尔斯通为龙头，整车制造、牵引、道岔等领域配套企业协同发展

的轨道交通产业体系。 新华社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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