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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河内12月13日电 当地时间12月13

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

人彭丽媛在河内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夫妇

共同会见中越两国青年和友好人士代表。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国家会议中心时，受

到越方青年代表热烈欢迎。

习近平夫妇和阮富仲夫妇同中越两国青年

和友好人士代表亲切合影。

中越友好人士及青年见面会现场气氛热

烈，鲜花和两国党旗国旗交相辉映，汇成一片喜

悦的海洋。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赓续传

统友谊，开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征程》的重

要讲话。

习近平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向致力于中越友

好的新老朋友致以亲切问候。习近平指出，昨

天，我同阮富仲总书记一道宣布构建具有战略

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开启了中越两党两国

关系发展新阶段。这是我们从振兴世界社会主

义和实现中越两国长治久安出发作出的重大战

略决策，深深植根于中越传统友好，符合两国人

民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

回首过去，我们志同道合、守望相助。近代

以来，中越两党和两国人民坚守共同理想信念，

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进程中风雨同

舟、相互支持。胡志明主席的著名诗句“越中情

谊深、同志加兄弟”，成为两国人民对那段峥嵘

岁月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立足当下，我们初

心如磐、合作共赢。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15年来，中越两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大力推

进互利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

益。展望未来，我们前途相关、命运与共。中国

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越南正在大力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建

设。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与邻

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亲诚惠容的

周边外交理念，让中国式现代化更多惠及周边

国家。

习近平强调，中越友好的根基在人民、未来

在青年。习近平对两国青年提出三点希望：

一是同做中越友谊的传承者，为构建具有

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今天的

中国和越南，已经用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成就，

雄辩地向世界证明，双方选择的发展道路完全

正确，两国加强团结合作有利于各自社会主义

事业发展。希望两国各界友好人士特别是青年

一代成为中越友好征程的领跑者，为实现各自

国家百年奋斗征程和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

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下转A2版）

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
共同会见中越两国青年和友好人士代表

证券时报记者 江聃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分析

当前经济形势，系统部署2024年经济工作。12

月 13 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

“2023~2024 中国经济年会”上，中央财经委员

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

韩文秀表示，2023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

期目标有望圆满实现，我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

贡献大约是30%以上，仍是世界经济最大引擎。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综合来看，我国

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

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增

强信心和底气。韩文秀表示，我国经济发展

面临诸多有利条件和重要机遇，总的来看，机

遇大于挑战。我国有14多亿人口，4亿多中等

收入群体，消费和投资潜力巨大。他强调，我

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 65.2%，有较大提升

空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比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还低17.5个百分点，弥补这一差距就会释放

巨大的社会需求。

在韩文秀看来，我国宏观政策空间仍然较

足，物价水平较低，中央政府债务水平不高，财

政政策、货币政策有较大空间。2023年，我国

增发了1万亿元国债，出台了一揽子化解地方

债务风险方案，并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等，这些

政策效应将在明年持续释放。此外，全面深化

改革为发展注入新动力，我国具有产业体系完

备、配套能力强的独特优势，人工智能、商业航

天、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技术加快突破，

以低碳节能环保为标准的绿色发展推动生产

和消费加速转型。这些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提

供更大红利和更为广阔的舞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要坚持稳中

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韩文秀说，“稳中

求进”是把“稳”作为大局和基础，多出有利于

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谨慎出台收缩

性、抑制性举措。“以进促稳”是要把“进”作为

方向和动力，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

益上积极进取，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先立后

破”是要统筹兼顾稳和进，该“立”的要积极主

动地“立”起来，该“破”的要在立的基础上坚决

地“破”，要稳扎稳打，把握好时、度、效，不能脱

离实际，急于求成。

韩文秀表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积极

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

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要强化宏观政

策取向一致性。实践表明，除了直接的经济政

策之外，许多非经济性政策也对经济运行产生

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要坚持系统观念，既

要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等政

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也要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

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使各类政策更好协

同发力，增强合力。 （下转A2版）

中国仍是世界经济最大引擎 巨大社会需求尚待释放

证券时报记者 陈霞昌 李明珠 胡华雄

今年是中越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 15 周年。近日，中越双方宣布两党两国

关系新定位，在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基础上，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

命运共同体。

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已连续多年保持

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连续两年

突破 2000亿美元，迈上新台阶。今年前 10个

月，双边贸易额达 1851亿美元。中越之间的

经贸往来和投资，都呈现出“越来越红火”的

趋势。

农产品贸易红火

“这是越南榴莲，和泰国榴莲价格差不

多，味道也很好，可尝试一下。”深圳一家百果

园的店员向记者推荐。细心的消费者会发

现，往年只售卖泰国或马来西亚榴莲的水果

商超，今年多了一个选择：越南榴莲。

2022年 1月 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中国批准越南榴莲

出口中国。2022年 9月 19日，首批越南榴莲

在友谊关口岸通关。今年，越南出口中国的

榴莲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

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越南已成为中国

第二大榴莲供应国。今年前 10个月，越南对

中国的榴莲出口量达 45.2 万吨，同比增加

3190%；出 口 额 达 19.4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加

3101%。

越南蔬果协会秘书长邓福元表示，2023
年是榴莲等水果的丰收年。目前，越南主管

部门正努力与中国谈判，将冷冻榴莲和新鲜

椰子通过官方渠道对华出口。邓福元表示，

如果没有市场波动，预计 2024年越南果蔬出

口额将达60亿美元以上。

榴莲只是越南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高速增

长的一个缩影。

今年前 10 个月，越南对中国出口超过

495亿美元，同比增长 5.1%。其中，蔬菜水果

是出口增长最为显著的商品。前 10个月，越

南对中国蔬果出口额达到 31.8亿美元，同比

增长165%。

在农业领域，中国与越南合作空间广阔，

农产品进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中国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前11个月，

中 国 进 口 越 南 农 产 品 446.2 亿 元 ，增 长

20.3%。其中，2022年新增准入的鲜榴莲、鲜

甘薯、燕窝合计进口 146.5亿元，占同期自越

农产品进口的 32.8%。同时，中国的蔬菜、温

带水果也受到越南市场欢迎。前 11个月，中

国对越南出口农产品 343.1亿元，增长 3.1%。

其中，蔬菜、柑橘、鲜葡萄出口分别增长

12.7%、29.1%和1.7%。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表示，中越双

边贸易快速发展。边境小额贸易和边民互

市日趋活跃，越南榴莲等农产品对华出口大

幅增长，跨境电商蓬勃发展，贸易领域亮点

纷呈。

（下转A2版）

中越双边贸易迈上新台阶 中企投资实现新跨“越”

编者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日前在北京举行。会议全面总结2023

年经济工作，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系统部署2024年经济工作，

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领航定向。即日起，本报推出“贯彻落实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专栏，报道各界认真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措施安排，敬请关注。

证券时报记者 卓泳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鼓励

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这意味着，创业投资和

股权投资已成为“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过程中的重要资本力量。这一定程度上提振

了创业投资行业的发展信心，给行业各市场主体注

入一剂“强心针”。

我国一直高度重视私募基金行业发展，并多次

出台政策进一步完善私募基金法规体系。比如，日

前证监会就《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从多方面提出更加细化的规

范性要求，完善全链条监管。整份文件内容是此前

管理办法的两倍，体现了监管层在支持私募基金服

务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同时，切实严把风险管理关

口，推动私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

该《意见稿》对合格投资者的认定标准在私募

股权投资行业引发较多讨论。具体来看，文件提出，

投资者投资于单只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实缴金额，

从原来的不低于100万元，提高至不低于300万元。

单个自然人投资者投资于单一项目基金的实缴规

模不得低于1000万元。这较此前的投资门槛大幅

提高。《意见稿》还丰富了对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举

措，新增了投资者投资经历、家庭金融净资产方面

的要求。家庭金融资产的标准也从300万元提至500
万元等。

上述举措从多维度提高投资者进入高风险市

场的门槛，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市场整体风控水平。

但也要看到，相对于私募证券投资，私募股权投资

尤其是创业投资有其特殊性，其主要投资的未上市

创新企业，既是当前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还

是多层次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行业投资门槛

提高，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以投资初创企业为主的中

小机构的募资难度。业内期盼监管办法能给予市

场主体适度宽容的发展环境，更多的成长空间和机

会，以此构建更加丰富多元的市场生态。

对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来说，也要认真思考如何

调整当前运作模式，转型升级，以更高质量服务实

体经济发展。市场需要能真正支持和陪伴企业成

长，以专业投资能力为投资人赚取投资回报的，有

责任、有担当、有实力的投资机构，唯有如此，才能

无惧市场波动，稳步向前。

鼓励发展创业投资
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

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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