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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对象公布

● 新华社北京

3

月

27

日电

经党中央批准，二十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将

对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兵器

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融通

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

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南方

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

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江三

峡集团有限公司、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

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储备粮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等30家中管企业党组开展常规巡

视；对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中管金

融企业党委开展巡视“回头看” ；对国家体育

总局党组开展机动巡视。

休刊启事

根据国家有关2023年部分节假日

安排的通知以及沪深北交易所关于清

明节的休市安排， 本报2023年4月5日

休刊，6日恢复正常出报。

本报编辑部

扩投资稳经济 前两月地方债发行超万亿元

●本报记者 彭扬 欧阳剑环

财政部3月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两

月全国发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突破1万亿元。业

内专家表示， 地方政府专项债是带动扩大有效

投资、稳定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为尽早发挥债

券资金使用效益， 今年专项债保持较快发行节

奏，有利于促进扩大有效投资，发挥投资对经济

的托底作用。

发行节奏前置

财政部数据显示，2月， 全国发行新增地

方政府债券4419亿元， 其中一般债券1062亿

元、专项债券3357亿元。 全国发行再融资债券

1342亿元，其中一般债券857亿元、专项债券

485亿元。

1至2月，全国发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10677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2408亿元、专项债券8269亿

元。 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合计12196亿元，其

中一般债券3367亿元、专项债券8829亿元。

“前两月专项债发行量呈现出明显前置特

征。 ” 光大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高瑞东说。

加快专项债发行和使用是今年以来宏观政

策的一大着力点。 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张

建民近日表示， 一季度将加快推动提前批次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 加快下达一批中央

预算内投资计划。

Wind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一季度已发行

和计划将发行的地方债为21096.73亿元；其中新

增专项债为13568.29亿元，发行节奏继续前置。

信达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解运亮表示，从1

月到3月中旬新增专项债发行、投向以及用作项

目资本金情况看，今年仍是发行前置的一年。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为了让专项债资金早使用、早见效，一方

面需要在专项债额度分配等环节提前谋划，确

保专项债项目‘靠前发力’ ，另一方面更需要地

方政府做好项目储备，以便专项债‘接得住、走

得快’ ，而不能让‘资金等项目’ 。 ” 中央财经大

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锋说。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认为， 专项

债发行后能否尽早投入使用的核心就在于前期

是否做好项目储备工作。 建议加强跨部门协调

机制，加快办理项目用地、规划许可、环评、施工

许可等审批手续，加快推进征地拆迁、市政配套

等开工前准备， 确保专项债在发行后能够迅速

投入使用，提高专项债资金使用效率。

为用好地方专项债，提高专项债资金使用效

率，不少地方推出具体政策措施。 河北省财政厅

完善了债券支出包联机制，实现到市、到县、到项

目，“点对点” 分析调度， 及时协调解决存在困

难；广东省财政厅全面提高债券资金转贷拨付效

率，发行款收缴当天即全部拨付至市县，实现市

县债券资金在省级国库“零留存、不过夜” 。

从专项债资金用途看，根据华安证券统计，

截至3月中旬，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基础设施及社会事业为专项债的三大发力

点。（下转A02版）

央地齐发力

数字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

●本报记者 彭扬

近期，从中央到地方均加大对数字经济

的支持力度。 业内专家表示，数字经济是经

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将为各地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随着相

关政策的出台和完善，数字经济发展将驶入

“快车道” ，助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支持力度加大

政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在

加大。

从中央层面看，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

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对数

字经济相关技术着墨较多， 包括加快5G网

络、千兆光网协同建设，深入推进IPv6规模

部署和应用， 推进移动物联网全面发展，大

力推进北斗规模应用等。

业内人士认为，5G、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前沿技术的发展或进一步提速，筑牢数字

经济基础设施建设。

从地方层面看，多地发布支持数字经济

发展的政策文件。《西安市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实施计划》提出，到2024年，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8%， 数字

经济逐步成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

擎。《数字宁夏“1244+N” 行动计划实施方

案》 明确，2023年数字信息产业产值达到

850亿元，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到36%左

右（力争到2027年达到40%以上）。

“立足当下，数字经济将为地方经济发

展带来新的增长点，包括新产业、新投资、新

消费和新动能。 ”赛智产业研究院院长赵刚

认为，着眼长远，加快数字技术进步、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和数据生产要素投入，将加速供

给侧和需求侧高效匹配，推动市场繁荣和经

济长期增长。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华鑫证券认为，数字经济作为国民经济

的“稳定器”“加速器” 作用愈发凸显。在政

策支持下，数字经济发展有望提速。

“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

重达到40%， 且增长率在过去几年持续在

10%以上的高位快速运行， 预计到2025年

我国数字经济将占据我国GDP的半壁江

山。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

所长王微日前表示。

在数字经济浪潮下，应加快实现数字融

合。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烈宏建议，持续提升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

均衡性和充分性； 以新型工业化为切入点，

持续发挥“5G+工业互联网”这一新工具箱

的作用，推动数字经济数字技术深入生产制

造的核心环节；完善适应数字经济特性的治

理体系，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以有力的政

策环境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温州大学副校长潘玉驹表示， 随着数字

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深入推进， 数字经济

在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 实现制造服务

精准化和制造过程数字化等方面将发挥积极

作用。

图为广西天峨至巴马高速公路红水河特大桥（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