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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摩洛哥王储哈桑

●新华社摩洛哥卡萨布兰卡11月21日电

（记者杨依军 陆佳飞）

当地时间11月21日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结

束对巴西国事访问乘专机回国途中在卡萨布兰

卡作技术经停。

受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指派， 摩洛哥

王储哈桑、首相阿赫努什专程赴机场迎接习近平，

并在机场举行欢迎仪式。

习近平同哈桑王储进行了亲切交谈。

习近平请哈桑王储转达对穆罕默德六世

国王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指出，中

摩两国关系发展良好， 双方务实合作富有成

效，各领域交往日益活跃。2016年，穆罕默德六

世国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同他举行了富

有成果的会谈，推动中摩关系迈上新台阶。 中

方支持摩洛哥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愿同摩方继

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中方愿同摩方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和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成果，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 框架内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

更多成果。 双方要扩大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

好民意基础，推动中摩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

发展。

哈桑转达穆罕默德六世国王对习近平主席

的诚挚问候和热烈欢迎， 表示摩中两国关系保

持良好发展势头， 感谢中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给

予摩方宝贵支持，摩洛哥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摩

洛哥王室和政府均坚定致力于进一步发展摩中

关系， 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 加强各领域合

作。汉语和中国文化深受摩洛哥人民欢迎，希望

加强两国人文交流。 摩中两国在许多问题上立

场相近， 摩方愿同中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

的主权和安全稳定。

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指引征求意见

优化数据交易场所布局

●本报记者 连润

国家数据局11月22日公布的《国家数据基础

设施建设指引（征求意见稿）》提出，研究制定国

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加大中央投资对国家

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 积极引导社会资

本力量参与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到2029年，

基本建成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主体结构， 形成横向

联通、纵向贯通、协调有力的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基

本格局。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加强数据交易

场所体系设计，统筹数据交易场所优化布局；支持

数据交易场所创新发展，鼓励各类数据进场交易。

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建设数据流通利用设施底

座、数据高效供给体系、数据可信流通体系、数据

便捷交付体系、 行业数据应用体系等五个国家数

据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方向。

围绕建设数据流通利用设施底座， 征求意见

稿提出，建立覆盖政府、行业、企业等主体及国家、

省、 市、 县等层级的全国一体化的分布式数据目

录，形成全国数据“一本账” 。 建立全国一体化的

分布式数字身份体系，规范身份标识生成、身份注

册和认证机制。

关于建设数据便捷交付体系， 征求意见稿明

确，加强数据交易场所体系设计，统筹数据交易场

所优化布局。支持数据交易场所创新发展，鼓励各

类数据进场交易。构建集约、高效的数据交付基础

设施。 促进各类交易所、交易平台互联互通。

算力设施与国家数据基础设施紧密相关。 在

算力底座方面，征求意见稿提出，加快推动通用算

力、智能算力、超级算力等多元异构算力的绿色发

展、有机协同。 加强新兴网络技术创新应用，优化

网络计费方式，降低东西部数据传输成本，促进东

部中高时延业务向西部转移。推动实现“瓦特”产

业向“比特” 产业转化，（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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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小微企业享受税费减免9461亿元

税收数据显示我国小微企业经营持续向好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中国证券报记者11月22日从国家税务总

局获悉，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持续实施一系

列减税降费政策， 支持小微企业纾困解难、恢

复发展，税费优惠减免额从2019年的0.58万亿

元增至2023年的1.3万亿元， 年均增长22.1%，

五年累计减免超5万亿元。 今年1月至9月，小微

企业享受税费减免9461亿元，同比增长6.7%。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 在一系

列政策支持下， 全国小微企业税负明显减轻，经

营持续向好，活力有效释放，发展信心不断增强。

减轻小微企业税收负担

税收负担方面，近年来，国家推出的税费

支持政策力度大、范围广、精度高，进一步减轻

了小微企业税收负担。 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

三季度，我国小微企业税负为1.65%，同比下降

9.6%。其中，主要行业税收负担显著减轻。今年

前三季度， 占比约四成的批发零售业税负为

1.09%，较2019年下降26.6%。建筑业、制造业等

劳动密集型行业， 税负分别为1.67%和2.56%，

较2019年下降19.8%和16.3%。 住宿餐饮、交通

运输、居民服务、教育、卫生等民生领域税负大

幅下降，较2019年降幅在40%上下，显示出减

税降费政策对保民生、稳就业的重要作用。 软

件信息、文体娱乐、科学研究等国家支持发展

的现代服务业税负较2019年降幅均超30%。

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增强了小微企业发

展信心，近年来，小微企业数量不断增加。 2019

年至2023年，全国新办小微企业累计近5000万

户。今年前三季度，新办小微企业1245万户，同

比增长4%。 其中，批发零售、交通运输、文体娱

乐、农林牧渔等行业新办户增幅均达两位数以

上。 国家税务总局纳税申报数据显示， 截至

2024年9月底， 全国共有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8156万户，占全国经营主体总户数的96.5%。

就业容量持续扩充

此外，就业容量持续扩充。 个人所得税申

报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3年， 小微企业工资

薪金申报人数占全国申报总人数的比重从38%

升至43.2%，年均增长7.6%，明显快于大型、中

型企业的4.1%和2.4%。 今年前三季度，小微企

业工资薪金申报人数同比增长7.1%。 同时，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催生就业新岗

位。 2019年至2023年，从事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的小微企业申报人数年均增长13.6%；餐饮、文

化、体育、娱乐、居民服务领域更多企业以互联

网为依托开展经营活动，新业态、新模式对就

业稳定增长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年均增速均

在两位数左右，高于小微企业总体水平。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 上述

税收数据表明，在包括税费政策在内的政策“组

合拳”支持之下，量大面广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经营持续恢复向好， 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和

活力。 税务部门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 持续推动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和创新

服务举措落实落地。 同时，聚焦经营主体关切，

协同相关部门在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税收营商

环境、减轻企业成本负担上持续加力，助力小微

企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

证监会：推进资本市场

信息化数字化建设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证监会11月22日消息，证监会近日发布《上市

公司行业统计分类与代码》《区域性股权市场跨链

技术规范》 等8项金融行业标准， 自公布之日起施

行。 证监会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推进资本市场信息

化数字化建设，着力做好基础标准、技术管理、金融

科技标准制定工作，促进通用基础领域和信息技术

领域标准研制，不断夯实科技监管基础。

其中，《上市公司行业统计分类与代码》标准

是对已发布标准《上市公司分类与代码》的修订。

标准的修订对标了最新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规定了上市公司行业划分等级和行业划分原则，

明确了行业分类的编码规则， 制定了上市公司行

业分类结构和代码表。 标准的发布实施将为上市

公司行业信息统计、评价、分析、指数编制等工作

提供更为科学的分类依据， 帮助资本市场参与主

体更加便捷地进行分析决策，为构建高质量、数字

化的资本市场提供坚实的基础。

《区域性股权市场跨链技术规范》 金融行业

标准规定了监管链和地方业务链跨链对接的应用

环境以及跨链对接过程中业务数据存储的基本要

求、业务数据对象编码、数据头和数据体的格式定

义、数据对象全生命周期管理等要求，为证券期货

行业机构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监管链和地方业

务链跨链对接技术规范。 标准的制定实施有利于

指导行业机构在区域性股权市场中进行地方业务

链系统建设或服务运营， 推动监管链和地方业务

链跨链对接的有效实施。

金圆集团：在推动科技创新

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展现金融担当

图为颁奖典礼现场。

2024证券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厦门举行

引导行业聚焦服务新质生产力

●本报记者 胡雨

11月22日，由中国证券报、新华社福建分

社主办，厦门金圆集团战略合作支持的2024

证券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金圆集团杯·证券

业金牛奖颁奖典礼在福建厦门举行， 新华社

有关领导、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

主任尹艳林以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全球风

险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威等嘉宾出席本次

大会。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

续推进， 证券行业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担当作

为，形成促进“科技-产业-金融” 良性循环

的合力越发受到重视。

福建省委常委、 厦门市委书记崔永辉在

致辞中表示， 证券业高质量发展对于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厦门当前正在进行

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产业结构的跨越升

级，证券业、投资业大有可为，真诚欢迎各位

证券行业的朋友来厦门投资展业、深耕发展，

厦门也将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创新， 营造良好

营商环境和金融生态， 以证券业高质量发展

助力厦门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证券业协会党委委员、秘书长汪兆军

在致辞中表示，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

度融合是一项长期任务， 市场各参与方应当

强化担当作为，凝聚合力，久久为功。下一步，

协会将在证监会领导下， 发挥好监管和市场

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进一步引导行业聚

焦服务新质生产力，更好投早、投小、投长期、

投硬科技，进一步畅通“科技-产业-金融”

的良性循环。

兴业证券党委书记、 董事长杨华辉在作

主题演讲时表示，从历史发展看，科技创新离

不开金融助力，与其他融资方式相比，资本市

场可以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科创“十六条”

等政策加快落地实施也为资本市场更好服务

科技强国指明了方向。在新形势下，服务科技

产业高质量发展， 需要资本市场更好发挥投

资与融资、促成价值发现的独特功能，（下转

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