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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人才工作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

关于人才工作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

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功以才成， 业由才广。 培养造就大批德才

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

计。我们党始终重视培养人才、团结人才、引领

人才、成就人才，团结和支持各方面人才为党

和人民事业建功立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科技是第一

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全

面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确立人才引领发

展的战略地位，推动新时代人才工作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习近平同志围绕人

才工作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立意高远，内

涵丰富，思想深刻，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人

才强国、什么是人才强国、怎样建设人才强国

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全面贯彻新时代

人才工作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深入实施人才

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

高地，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人才支撑、 打好人才基础，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7个专题，共计248段论述，摘

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4年3月期间的

报告、讲话、指示、批示、贺信、回信等110多篇重

要文献。 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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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纵横

特斯拉跟进降价

新能源车价格战白热化

推动产业向“新” 而行 更多政策措施酝酿出台

有关部门正加快研究制定“独角兽”企业梯度培育办法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欧阳剑环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获悉， 为加快培

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向“新”而

行， 有关部门正酝酿出台促进中小企业专

精特新发展、支持培育“独角兽”企业等举

措。业内人士认为，后续随着支持政策效果

显现，将激活企业活力，加快新动能发展。

突出梯度培育

作为专注细分领域、 具有高成长预期

的典型代表，专精特新企业及“独角兽”企

业是推进新型工业化、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重要力量。

记者日前从业内获悉， 为加快培育创

新型企业，有关部门正加快研究制定“独

角兽” 企业梯度培育办法，瞄准产业科技

创新前沿，汇聚创新资源，强化精准服务，

培育更多“独角兽”企业，加快形成新质生

产力。 同时， 对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发

展， 有关部门将出台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

新发展的政策措施，持续擦亮“专精特新”

金字招牌。

健全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已成为各

地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独

角兽”企业的重点工作。 例如，河南日前发

布 《河南省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支持办法

（试行）》。 《办法》根据专精特新企业的

不同特点，分类指导、分级培育，制定层次

分明、相互衔接的培育措施，推动企业梯次

升级。

广西日前召开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

新发展工作推进会， 明确将针对中小企

业专精特新发展弱项和短板， 开展优质

企业梯度培育行动、 创新能力提升行动

等八大行动， 积极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

新发展。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培育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突破口， 后续有望迎

来系列支持举措。

以低空经济为例， 作为新兴产业的典

型领域， 低空经济具有创新引领、 绿色低

碳、数实融合等特点。 此前，有关部门围绕

飞行活动审批程序优化、空域分类划设、无

人机实名制登记等方面， 已出台一系列管

理制度促进低空经济发展。

更多政策利好还在路上。 国家发展改

革委政研室主任金贤东表示， 国家发展改

革委将与有关部门协调配合， 以市场需求

为牵引、 技术创新为驱动、 空域开放为保

障， 推动形成场景丰富多元、 供给智慧高

效、 监管安全规范的低空经济健康发展良

好局面。（下转A02版）

央行：中国经济运行

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本报记者 彭扬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4月21日消息，2024年4

月18日至1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基

金组织） 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召开第49届国际货

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会议。中国人民银行行

长潘功胜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延续回升

向好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完成全年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稳健的货币政策灵

活适度、精准有效，强化逆周期调节，综合运用利

率、准备金、再贷款等工具，切实服务实体经济，有

效防控金融风险， 为经济回升向好创造适宜的货

币金融环境。

会议认为，全球经济呈现韧性，有望实现软着

陆，但复苏在各国间仍不均衡。 当前的工作重点是

实现物价稳定，加强财政可持续性，维护金融稳定，

推动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会议重申支持强

劲的、以份额为基础的、资源充足的基金组织作为

全球金融安全网的核心， 呼吁基金组织执董会于

2025年6月前形成指导份额占比调整的总体安排，

包括达成新的份额公式。 会议支持基金组织继续

帮助成员国应对债务风险， 欢迎近期低收入国家

债务处理取得的进展， 期待审议并完善基金组织

和世界银行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

潘功胜说，份额占比调整对于基金组织治理、

代表性和合法性都至关重要。 各方应合作推动基

金组织份额改革，尽快就新的份额公式达成共识，

为实现份额占比调整奠定基础。 债务处理应坚持

“共同行动、公平负担” 原则，多边开发银行应作

出应有贡献， 私人部门债权人应按照可比方式参

与重组。

此外，4月16日至19日，潘功胜在美国华盛顿

特区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春会期间

先后会见了沙特财政部部长、 国际货币与金融委

员会（IMFC）主席贾丹，金融稳定理事会（FSB）

主席、荷兰央行行长诺特，瑞士央行行长乔丹，巴

基斯坦央行行长贾米勒·艾哈迈德，就共同关心的

议题交换了意见。

A03 ESG周刊

绿贷规模突破30万亿元

投放难点在“成色” 信息差

A04

公司纵横·北交所周刊

改革向前

北交所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可期

“十六项措施”促进资本要素向科技创新领域聚集

优化科技型企业融资环境 培育新质生产力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证监会近日发布《资本市场服务科技企

业高水平发展的十六项措施》（以下简称《措

施》），从上市融资、并购重组、债券发行、私

募投资等方面全方位对科技企业提供支持。

专家认为，这十六项措施直击当前科技

企业融资的难点、痛点，并有针对性地提出

解决方案。 一揽子政策有望逐步落地见效，

将更好支持科技型企业进行股权、 债券融

资，发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促进科技型企业

成长的作用，促进资本要素向科技创新领域

聚集，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畅通融资“绿色通道”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离不开科技型企业

的发展壮大。 精准识别科技型企业，优先支

持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型企业上市融

资、并购重组、债券发行……一系列举措聚

焦集中力量支持重大科技攻关、健全全链条

“绿色通道” 机制，为更多科技企业提供直

接融资机会。

一方面， 优化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环

境，畅通融资“绿色通道” 。 《措施》提出，

依法依规支持具有关键核心技术、 市场潜

力大、 科创属性突出的优质未盈利科技型

企业上市； 进一步推动各类中长期资金加

大权益类资产配置； 支持科技型企业依法

依规境外上市， 落实好境外上市备案管理

制度， 更好支持科技型企业境外上市融资

发展等举措， 将进一步畅通科技型企业融

资“绿色通道” 。

“资本市场融资将向那些符合国家战

略、具备重大技术创新潜力和高技术附加值

的项目倾斜。 在具体措施上，可能包括但不

限于提供更加便利的融资渠道、优化审核流

程等。” 广东信达（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廖

正江说。

另一方面，推动科技型企业高效实施并

购重组，提高融资效率。 《措施》提出，持续

深化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制定定向可转债

重组规则，优化小额快速审核机制，适当提

高轻资产科技型企业重组估值包容性，支持

科技型企业综合运用股份、 定向可转债、现

金等各类支付工具实施重组，将助力科技型

企业提质增效、做优做强。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

说，建立完善科技型企业并购重组“绿色通

道” ， 优化小额快速审核机制等，（下转

A02版）

逾2500家上市公司晒年报“成绩单”

近六成公司净利增长 约八成拟现金分红

●本报记者 董添

Wind数据显示， 截至4月21日19时，A股

共有2527家上市公司披露2023年年报。 其中，

1456家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同比增长， 占比约为57.62%，328家公司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幅度超

过100%。从行业角度看，旅游及景区、电力、酒

店餐饮、汽车零部件等行业上市公司净利润增

幅居前。

328家公司净利润翻倍

在净利润增幅方面， 在上述披露2023年年

报的公司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幅

超过10%的有1179家公司， 超过30%的有764

家，超过100%的有328家，超过500%的有40家。

从行业角度看，旅游及景区、电力、酒店

餐饮、 汽车零部件等行业上市公司净利润增

幅居前。 不少公司表示，由于所在行业大幅回

暖，公司业绩出现较为明显增长。 以丽江股份

为例，2023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约7.99亿

元，同比增长152.3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约 2.27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5971.91%。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3.5元（含税）。

在净利润规模方面， 上述披露2023年年

报的公司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超

过1亿元的公司有1496家， 超过10亿元的有

392家，超过100亿元的有54家，超过1000亿元

的有8家。 在剔除金融股后，中国石油、中国移

动、中国海油、贵州茅台等公司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规模居前。

目前， 已有2004家公司公告计划现金分

红，占已披露年报上市公司数量的79.3%。 从

现金分红力度看，1533家公司计划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超过1元（含税），363家计划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超过5元（含税），110家计划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超过10元（含税）。

400家公司披露一季报

当前，A股共有400家公司披露2024年一

季报，262家公司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占比达

到65.5%。

从业绩预告角度看， 截至目前，A股共有

199家公司披露2024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其中

168家公司业绩预喜。在这些公司中，业绩略增

的公司有28家、扭亏32家、续盈3家、预增105

家，已披露业绩预告公司整体保持较好的业绩

增长态势。

从行业角度看，消费电子、一般零售、计算

机设备、通信设备、半导体行业业绩回暖较为

明显。

半导体行业方面， 不少公司业绩明显回

暖。 晶晨股份预计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3.78

亿元左右，同比增长33.12%左右；预计一季度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25亿

元左右，同比增长310.68%左右。

上海新阳表示， 公司2024年一季度共实

现营业收入约2.97亿元，同比增长14.01%。 其

中，半导体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06亿元，同比

增长30.07%；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2627万元，同比增长34.79%。

我国成功发射

遥感四十二号02星

4月21日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四十二号02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