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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2023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9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3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深

刻演变，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不断加速，智能产业、数字经济蓬勃发

展，极大改变全球要素资源配置方式、产业发展模式和人民生活方式。中国高度

重视数字经济发展，持续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协同推进数字产

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把

握数字时代新趋势，深化数字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推动智能产业创新发展，加快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携手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2023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主题为“智汇八方，博采众长” ，当日在重

庆市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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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

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

●本报记者 刘丽靓

“近日，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正式批

复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内部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

作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专门机构， 加强相

关领域政策统筹协调，推动各项重大举措早落地、

见实效。 ”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丛亮9月4日在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相信各项政策的落实、

专职机构的设立， 将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

力和内生动力， 民营经济发展必将迎来更广阔的

舞台和更光明的前景。

健全完善政企沟通机制

“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 国有经

济、民营经济各有优势、各具特色，如鸟之两翼、车

之两轮、缺一不可。 只有这两部分相互协调、共同

发展，中国的经济才能走得稳、走得好、走得远，也

只要这两部分相互协调、共同发展，中国经济就一

定能走得稳、走得好、走得远。 ” 丛亮说。

丛亮表示， 结合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形

势和民营经济工作现状，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在国

家发展改革委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的重大决策部

署。近日，中央编办正式批复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内

部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 作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壮大的专门机构，加强相关领域政策统筹协调，推

动各项重大举措早落地、早见效。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兼人事司司长张世昕

介绍，民营经济发展局的主要职责是：跟踪了解和

分析研判民营经济发展状况，统筹协调、组织拟订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拟订促进民间投

资发展政策。 建立与民营企业的常态化沟通交流

机制，协调解决民营经济发展重大问题，协调支持

民营经济提升国际竞争力。

“民营经济工作涉及面宽、政策性强，需要各个

部门密切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张世昕表示，

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将切实履行好职

责，健全完善政企沟通机制，强化政策出台的系统

设计、政策落实的跟踪问效，推动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民营经济的各项重大决策部署更好落地见效。

再推出一批政策举措

丛亮表示，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依托新成立的

专责机构，进一步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

决策部署，与有关方面密切配合，围绕文件的落地

见效，狠抓政策落实。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壮大的意见》 提出了一系列需要出台的配套政

策， 分工方案也明确了责任单位， 提出了时限要

求，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抓紧推动相关方面尽快出

台一些配套政策。 ” 丛亮表示，下一步，将建立健

全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工作机制， 强化组织

领导，压实部门责任。立足部门职责，将《意见》中

的重点工作任务逐一明确到相关部门单位， （下

转A02版）

政策面利好不断 A股港股携手走强

北证50涨幅创纪录 北向资金净买入近70亿元

●本报记者 吴玉华

9月4日，A股市场全线上涨， 上证指

数、深证成指均涨逾1%。 北证50指数涨近

6%，涨幅创历史新高。 同时，港股市场全线

上涨，其中恒生科技指数上涨3%，地产股

表现抢眼。 在结束连续五个交易日的净卖

出后，北向资金4日实现净买入68.84亿元。

分析人士认为，近期，多项关于资本市

场和房地产市场的重磅政策密集落地，政

策组合拳将进一步改善A股市场估值。 当

前，A股基本面、资金面、政策面正在全面改

善，市场有望继续修复。

北证50指数涨近6%

9月4日，A股市场高开高走。 截至收

盘，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分别上

涨1.40%、1.41%、0.85%。 市场成交放量，成

交额达8881.31亿元 ， 其中沪市成交额

4050.00亿元，深市成交额4803.61亿元。

受证监会制定并发布 《关于高质量建

设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意见》利好消息提振，

北证50指数上涨5.92%， 涨幅创历史新高。

北交所4日成交额为35.05亿元， 创一年多

新高。 在北交所个股中，龙竹科技涨停，秉

扬科技、五新隧装涨逾20%，德源药业、邦

德股份、数字人等多只个股涨逾10%。

从盘面看，周期股表现抢眼，申万一级

行业全线上涨，钢铁、煤炭、有色金属行业

涨幅居前，分别上涨3.24%、3.13%、3.11%。

从资金面看，Wind数据显示，北向资

金4日净买入68.84亿元，结束连续五个交

易日的净卖出， 其中沪股通资金净买入

38.26亿元， 深股通资金净买入30.58亿

元。北向资金当日盘中一度净买入超过70

亿元。

从4日沪深股通十大活跃股情况看，

招商银行、贵州茅台、五粮液获北向资金

净买入金额居前，分别为5.10亿元、4.83亿

元、4.70亿元。 北向资金开始回流A股核心

资产。

可围绕三大产业主线布局

9月以来的两个交易日， 上证指数、深

证成指均连日上涨。 港股市场4日也出现显

著反弹行情。 恒生指数、国企指数、恒生科

技 指 数 当 日 分 别 上 涨 2.51% 、3.17% 、

3.00%，其中港股半导体、房地产板块表现

抢眼，均涨逾5%。 在房地产板块，融创中国

涨逾34%，港龙中国地产、福晟国际均涨逾

20%， 沿海家园上涨20.00%。 分析人士认

为，近期，房地产市场重磅政策不断推出。

上周末，随着北京、上海官宣执行“认房不

认贷” 政策，北上广深四座一线城市全部落

实该政策。 受上述消息提振，港股房地产板

块表现抢眼。

展望后市， 中信证券联席首席策略分

析师裘翔表示，政策近期密集出台，当前市

场底部区域特征更加清晰， 风险收益比更

佳。 可围绕房地产、科技、能源资源三大产

业主线积极布局。 在房地产业方面，可关注

物业管理、家居、消费建材等行业长期成长

机遇。在科技产业方面，可关注AI等国产化

和盈利持续改善的运营商，以及存储、面板

行业周期底部反转机会， 还可关注自动驾

驶技术进步推动下有产品革新力的整车厂

及供应商。 在能源资源产业方面，关注基本

金属、煤炭、基础化工等。

“随着政策加速落地，基本面和盈利

均已处在底部并已出现积极信号， 微观资

金环境改善、风险偏好回暖，市场有望继续

修复。 ” 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启尧

表示。

券商分类评价

北交所专项加分提上限

高原“风光”美如画

产业集群动能足

旅游观影就餐忙

服务消费亮点多

●本报记者 王舒嫄

“足足排了两个小时！ 嗯， 别说， 味儿还挺

重！ ” 9月4日，瑞幸咖啡与贵州茅台推出的联名咖

啡“酱香拿铁” 上市，社交朋友圈里各种花式晒

单，记录下这股餐饮圈出现的又一消费热点。

“酱香拿铁” 火热出圈、暑期档影片“爆款

频出” 、旅游出行热度不减……今年以来，服务

消费快速恢复，对消费扩大支撑作用明显。 国家

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7月份， 服务零售额同

比增长20.3%。 交通、住宿、餐饮等服务零售额增

长较快。

专家认为， 随着市场信心、 消费预期逐步改

善， 以及各类促进消费恢复的政策举措加快落地

显效，服务消费有望继续保持良好增长态势。

电影总票房创纪录

8月31日， 为期3个月的2023年暑假档收官。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暑期档总观影人次（含预售）

超5.02亿，总票房达204.95亿元，双双打破中国影

史暑期档最高纪录。

今年，暑期档影片“爆款频出” 。 “今年暑期

档头部影片票房表现亮眼， 已有4部影片票房超

过20亿元。 ”灯塔专业版数据分析师陈晋说。

“这个暑期档，几乎每一部热门电影的票房都

有我的贡献， 国产电影和海外电影加起来一共看

了10部，《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我甚至看了两

次。” 工作地点在北京西单大悦城附近的李晓洁告

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一有新电影上映，她下班后就

在西单把电影看完，再回家。

在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看来， 电影品

质与市场热度是相互加持的。 今年的暑期档好片

连连， 把观众的消费潜力激发出来，“市场热了，

好片愿意进入，片子表现越好，市场就会更热，进

入良性循环。 ”

天风证券报告指出，2023年中国影视行业正

在加速复苏，带动部分影视公司业绩修复。在优质

影片带动下，国庆档、贺岁档有望延续观影热潮，

带动全年票房大盘回暖。

餐饮收入超2019年同期

不仅新电影“百花齐放” ，餐饮品牌也在推陈

出新，为餐饮消费复苏“再添一把火” 。

9月4日， 记者前往北京瑞幸咖啡某门店，远

远就看到店外排起的长队。“没有冰块了、已经卖

完了，常温的也要等候40分钟啊。 大家想好再购

买。”店员一边点单，一边吆喝着。更有顾客表示，

自己已跑了好几家店，每家都在排队，可见大家对

新上市的“酱香拿铁” 的热情。

“今年以来， 我国餐饮消费呈加快恢复态

势，7月餐饮收入增幅最大，达15.8%。” 商务部原

副部长、中国商业联合会原会长张志刚说，截至

目前， 今年我国餐饮收入总规模已超过2019年

同期水平，在疫情之后的半年多时间，实现强势

复苏。 （下转A03版）

2023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重大项目签约84个

这是

9

月

4

日拍摄的

2023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现场。

2023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重大招商项目集中签约活动

4

日在重庆市悦来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共签约重大项目

84

个，正式合同

额

2138.6

亿元，涵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软件信息服务、新能源及新型储能等多个领域。

当日，为期三天的

2023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帷幕。 本届智博会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

及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智慧城市四大专业板块开展系列活动。 新华社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