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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江聃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2月，按

可比口径计算，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

长10.2%，企业效益由上年全年下降转为正增长。

前两个月，工业企业利润持续转好含金量足，除了

总量的持续回升，结构也有诸多亮点。

我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工业企业效益起

步平稳、持续回升既体现了宏观经济回升向好势头，

也为畅通经济运行打下了良好基础。自去年8月以

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当月利润同比持续增长，今

年1～2月延续恢复向好态势，表明企业应对市场变

化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经营状况在持续改善。企

业利润增长有利于改善企业主体预期，提振信心，

能够形成包括提振固定资产投资等在内的许多正

外部效应。

利润增长的企业面扩大、小型企业利润改善明

显，是企业效益改善含金量足的另一体现。1～2月，

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9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增长面为70.7%，比上年全年扩大4.8个百分点。这

表明更多的企业经营实现好转。同时，主要经济类

型、不同规模企业利润均实现增长，其中外商及港澳

台投资企业利润同比增长31.2%，小型企业利润同比

增长18.9%，表明随着工业经济持续平稳恢复，各类

经营主体、不同规模企业活力不断增强，尤其是外商

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小型企业的经营好转，更是有

利于提振相关市场主体对经济发展的信心。

含金量足还体现在贡献工业企业利润行业领

域的“稳中有进”。从三大门类看，制造业、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利润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利润明显回升，特别是

装备制造业在前两个月成为贡献最大的行业板块，

与新质生产力相契合的行业领域发挥了突出作用，

工业新动能持续壮大，表明我国经济具有韧性高的

竞争力优势。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需求端尚未完全企稳，PPI
（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仍然处于下降状态，政策面

上，需要继续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

营商环境，为企业创造良好条件，持续提振市场信

心，确保企业能够在更友好的营商环境下实现发展

目标和良好效益。

工业企业效益含金量足
新动能持续壮大

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证券时报记者 秦燕玲

3月 27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出

席博鳌亚洲论坛 2024年年会“深化亚洲金

融合作”分论坛并致辞。潘功胜指出，亚洲

金融安全网的建设需各方团结协作和积极

建设。中国人民银行愿与各方充分交流，共

同构建更有效的金融安全网。

潘功胜首先从全球层面谈及，应继续推

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改革，更好

发挥 IMF作为全球金融安全网核心的作用。

“IMF 当前的份额占比难以反映成员

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开展份额占

比调整是改善 IMF 治理结构、增强 IMF 履

职能力的必然要求。”潘功胜建议，亚洲国

家应合作推动 IMF 份额改革，尽快实现份

额占比调整。为更好反映亚洲国家在全球

经济中的相对地位，特别是提高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亚洲国

家可推动各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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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基

金组织是基于规则的、真正践行多边主义

的机构。

在区域层面，潘功胜认为，各方应继续

聚焦金融稳定目标，进一步优化清迈倡议的

功能，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在双边层面，潘功胜强调，要继续发挥

双边货币互换的积极作用。

随着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亚洲的本

币结算需求上升，双边货币互换合作规模不

断扩大。目前，东盟与中日韩（10+3）在区

内的双边货币互换规模已超 3800亿美元。

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目前已与 29个国家和

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

币互换协议，互换总规模逾 4 万亿元人民

币，有效促进了跨境贸易和投资。

潘功胜明确表示，中国人民银行愿与

亚洲各经济体继续深化货币合作，促进双

边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为维护区域金融

稳定贡献力量。

（下转A2版）

央行行长潘功胜在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上表示

各方应团结协作建设亚洲金融安全网

证券时报记者 吴少龙

3月27日，围绕世界经济展望、产业发展、科

技创新等多个热门议题，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

年会参会各方持续凝聚博鳌共识、贡献博鳌智慧、

提出博鳌方案。

经济增长持续“东快西慢”

“尽管面临高利率，但全球经济仍然保持韧

性。”在分论坛“世界经济展望”中，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第一副总裁吉塔·戈皮纳特预测，今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会达到3.1%。据其观察，“现

在通胀在下降，并且亚洲下降更为迅速。”

经济有望回暖，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亚洲

国家有望成为增长亮点。

吉塔·戈皮纳特表示，当前中国迅速复苏、印

度增长非常强劲，预计2024年亚洲经济增长率

会达到4.5%。

吉塔·戈皮纳特用“韧性”一词形容全球经济

的前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

夫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描述”。他表示，按

照 IMF预测，当前世界经济增速较2008年之前

约4.5%的增速仍有相当的差距，其中，由于发达

国家的经济没有复苏，使得全球经济发展仅处于

“低水平的均衡点”。

林毅夫认为，谈世界经济不能不谈中国经

济。他表示，中国只要把政策空间利用好，把

传统产业赶超、技术创新的空间利用好，相信

今年经济增长将在5%以上。“如果中国经济增

长5%，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还将上升1
个百分点，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源。”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副院长傅梦孜

表示，全球经济增长“东快西慢”的大趋势没有改

变，并且进一步增强。

傅梦孜提到，自由贸易、全球化虽然目前遭

遇了一些挫折，但是向前的趋势不会改变，要坚

持开放包容、普惠合作的理念，也希望全球能在

这一先进理念上再往前走，亚洲还有很大的潜力。

“我们也希望亚洲做开放的领头羊，而不是封闭

的，我们要做推动者，不要做倒退者，我们要合作，

不要分裂。”

谈及世界如何应对全球经济的共同挑战，吉

塔·戈皮纳特提出了三个建议。一是要有一个正

确的货币财政政策组合。二是减少贸易壁垒，促

进中期增长。三是在共同利益的领域加强合作。

（下转A2版）

博鳌亚洲论坛参会各方剖析全球热点话题——

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或达3.1%

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 3月27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集体会见美国工商界

和战略学术界代表。

习近平对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人士在

春暖花开之际访华表示欢迎。习近平指出，中美

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两

国是合作还是对抗，事关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

途命运。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只要

双方都把对方视为伙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

作共赢，中美关系就会好起来。今年是中美建交

45周年。中美关系史是一部两国人民友好交往

的历史，过去靠人民书写，未来更要靠人民创造。

中国有句话，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希望两国各

界人士多来往、多交流，不断积累共识，增进信任，

排除各种干扰，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

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习近平认真听取了美方代表发言，并对他们

关心的问题一一作出回应。

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是健康、可持续的。

去年中国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

茅，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继续超过30%，这是

中国人民干出来的，也离不开国际合作。中国的

发展历经各种困难挑战才走到今天，过去没有因

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

见顶论”而见顶。我们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

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让中国人民不断过上

更好生活，也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发展前景是光明的，我们有这个底气和信心。

习近平指出，我多次讲过，改革开放是当代

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中国的改革

不会停顿，开放不会止步。我们正在谋划和实施

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持续建设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包括美国企业

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更广阔发展空间。面对中

美经贸关系近年来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双方要

坚持相互尊重、互惠互利、平等协商，按经济规律

和市场规则办事，扩大和深化经贸互利合作，尊

重彼此的发展权利，追求中美共赢和世界共赢。

欢迎美国企业更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参加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大型经贸活动，继续投资中

国、深耕中国、赢在中国。

习近平强调，这几年，中美关系经历了不

少波折，也遭遇过严峻挑战，其中的教训值得

吸取。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够有一个更

好的未来。去年我同拜登总统在旧金山会晤，

最大的共识就是中美关系应该稳下来、好起

来。过去几个月，双方团队围绕我和拜登总统

达成的共识，在政治外交、经贸财金、执法禁

毒、气候变化、人文交流等各领域保持沟通，取

得了进展。当前形势下，中美的共同利益不是

减少了，而是更多了。不管是经贸、农业等传

统领域，还是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

中美应该成为对方发展的助力，而不应该成为

阻力。推动世界经济复苏、解决国际和地区热

点问题，都需要中美协调合作，展现大国胸怀，

拿出大国担当。美方应同中方相向而行，树立

正确战略认知，妥善处理敏感问题，保持中美

关系止跌企稳的势头，积极探索正确相处之

道，推动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向前发展。

（下转A2版）

习近平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

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 3月27日下午，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工

作访问的荷兰首相吕特。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荷关系稳健快速发

展，两国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荷兰已经成为名

副其实的中欧合作“门户”。中方愿同荷方保持

各层级交往，坚持沟通对话，坚持互利共赢，推

动中荷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

展。中方愿扩大荷兰优质商品进口，欢迎荷兰

企业来华投资，也希望荷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公

正、透明的营商环境。双方要积极推进农业、水

利、能源等传统合作，同时挖掘人工智能、绿色

转型、银发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希望双方继

续采取更多便利人员往来措施，鼓励教育、文化

和民间交流。中方愿同荷方加强在联合国、世

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的沟通协调，共同应对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全球挑战。

习近平强调，经济全球化或许遭遇逆风，

但历史大势不会改变，“脱钩断链”没有出路，

开放合作是唯一选择。中方始终认为，你输我

赢、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早已过时，真正

安全的世界应该是深度交融、相互依存的世

界。人为制造科技壁垒、割裂产业链供应链，

只会导致分裂和对立。中国人民也有正当发

展的权利，任何势力都无法阻遏中国科技发展

进步的步伐。中国将始终秉持共赢理念，持续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方共享发展红利。

中国对欧政策保持连续稳定，视欧洲为多极世

界中的重要一极和合作伙伴。希望荷方继续

为推动中欧相互了解、发展建设性关系发挥积

极作用。

吕特表示，2013年我作为首相首次访华，

特别是 2014年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宣布建立荷

中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以来，两国

关系保持良好发展，贸易额翻了一番，双边合

作呈现巨大潜力和前景。“脱钩断链”不是荷

兰政府的政策选项，因为任何损害中国发展

利益的行动也会伤及自身。感谢中方为荷兰

公民赴华提供 15天免签待遇。荷方珍视同中

国的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持续深化伙伴关系，

便利人员往来，加强经贸、减少碳排放等领域

合作，密切在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场合以及国

际地区热点问题上的沟通协调。

王毅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荷兰首相吕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