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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新型工业化加快推进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十六次会晤并发表重要讲话

要闻 2024年 10月 24日 星期四
编辑 张大千 美编 张大千 质检 武帅02

新华社俄罗斯喀山 10 月 23 日电
当地时间 10月 23日上午， 金砖国家领
导人第十六次会晤在喀山会展中心举
行。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会晤。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巴西总统卢拉（线上）、埃及
总统塞西、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印度总
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南非总统
拉马福萨、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等出席。

习近平首先出席小范围会议。
习近平欢迎新成员加入金砖大家

庭以及邀请多个国家成为金砖伙伴国。
习近平指出，扩员是金砖发展史上的重
要里程碑，也是国际格局演变的标志性
事件。 金砖国家走到一起，是基于共同
追求，顺应世界和平和发展大势。当前，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既有多极化的
新局，也有“新冷战”的危局。 金砖国家
要把握历史机遇，展现历史主动，坚守
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初心使命，顺应
全球南方崛起大势， 坚持求同存异，同
心同德， 进一步凝聚金砖国家共同价
值，维护金砖国家共同利益，促进金砖
国家联合自强，把金砖打造成促进全球
南方团结合作的主要渠道、推动全球治
理变革的先锋力量。

习近平强调，世界越是动荡，我们
越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
淬炼金砖成色，展现金砖力量。 要发出
和平之声，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
不结盟的新型安全。 要共谋发展之路，
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多极化，坚守共同

发展的大道。 要夯实合作之基，深化农
业、能源、矿产、经贸等传统领域合作，
拓展绿色低碳、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
作，维护贸易投资和金融安全。

随后， 习近平出席大范围会议，就
未来金砖发展发表重要意见，提出五点
建议。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进入新的
动荡变革期， 是任由世界动荡不安，还
是推动其重回和平发展的正道，面临关
键抉择。 时代的风浪越大，我们越要勇
立潮头，以坚韧不拔之志、敢为人先之
勇、识变应变之谋，共同谱写“大金砖合
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我们要建设“和平金砖”，做共
同安全的维护者。 只有践行共同、综合、
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才能走出一条
普遍安全之路。 要坚持“战场不外溢、战
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三原则，推动乌
克兰危机局势尽快缓和。 推动加沙地区
尽快停火，为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巴勒
斯坦问题不懈努力。

———我们要建设“创新金砖”，做高
质量发展的先行者。 要紧跟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步伐，培育新质
生产力。 中方新近成立中国－金砖国家
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将建立金砖
国家深海资源国际研究中心、金砖国家
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金砖国家工
业能力中国中心、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
态合作网络，欢迎各方积极参与。

———我们要建设“绿色金砖”，做可
持续发展的践行者。中国电动汽车、锂电
池、光伏产品等优质产能，为世界绿色发
展提供了重要助力。 中方愿同金砖国家
拓展绿色产业、 清洁能源以及绿色矿产
合作，推动全产业链“绿色化”发展，充实
合作“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

———我们要建设“公正金砖”，做全
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引领者。国际力量对比
正在深刻演变，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长期
滞后。 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共商
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以公平正义、开
放包容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提升全
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促进金融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维护高水平金融安
全，做大做强新开发银行，推动国际金融
体系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

———我们要建设“人文金砖”，做文
明和合共生的倡导者。 加强治国理政经
验交流，倡导不同文明包容共存。 中方
提出的金砖数字教育合作倡议已经落
地， 将实施金砖数字教育能力建设计
划， 未来 5 年在金砖国家设立 10 个海
外学习中心， 为 1000 名教育管理人员
和师生提供培训机会。

习近平最后强调， 中方愿同金砖各
国一道，开创“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新局面，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会领导人围绕“加强多边主义，
促进公正的全球发展和安全” 主题，就
金砖合作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领导人们积极评价金砖国家机制发

展及其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
用，认为金砖国家人口众多、资源丰富，
发展潜力巨大， 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日
益提升，成为多边主义的典范。 金砖国家
应该秉持金砖精神，加强团结协作，深化
“大金砖”战略伙伴关系，强化政治安全、
经贸财金、人文交流“三轮驱动”合作，推
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普惠包容的
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
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
代表性， 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
秩序。 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在
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 支持联合国在
人工智能等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争
端， 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
力，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 推动现有国
际经济金融架构改革， 将新开发银行打
造成 21世纪新型多边开发银行。 赞赏联
合国大会通过中方提出的“文明对话国
际日”相关决议，呼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
性，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

会晤发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
会晤喀山宣言》，宣布设置金砖伙伴国。

会晤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还听取
了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芙等金砖机制
负责人工作汇报，并集体合影。

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⑩1
（新华社记者 倪四义 胡晓光）

前三季度工业经济走势如何？ 稳工
业政策如何发力？新质生产力怎样培育？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在 23 日国
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进行了回应。

工业平稳增长 新动能持续累积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赵志国

在会上表示，前三季度工业经济运行平
稳，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质生产力加
快发展。

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对
宏观经济增长发挥“压舱石”作用，贡
献率近四成。 31 个省（区、市）和 41 个
工业大类行业的增长面均超九成。 工
业投资连续 8 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

工业生产保持稳定，主要得益于重
点行业的有力支撑。 数据显示，装备制
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增加值
占全部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较去年
全年均有提高，电子、有色、化工、汽车 4
个行业对工业生产增长的贡献率接近
一半。 汽车产业方面，前三季度汽车产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9%。

在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政策
带动下， 近期各类电子数码产品消费
实现明显增长。 1 月至 9 月，规模以上
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8%。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 2.2 亿部，

同比增长 9.9%。
值得一提的是， 新动能不断累积，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前三季度新能源汽
车产销同比分别增长 31.7%和 32.5%，
我国承接了全球 70%以上的绿色船舶
订单， 并实现了对主流船型的全覆盖。
目前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
值比重已超过 18%，预计全年环保装备
制造业总产值近万亿元。

也要看到，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
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部分企业生产经
营面临困难。 赵志国表示，下一步，将在
稳增长、扩需求、增动能、优环境方面下
更大功夫。 深入推进十大重点行业稳增
长工作方案实施，支持工业大省、工业
大市巩固优势、勇挑大梁，推进“十四
五”规划重大工程建设，加快形成实物
工作量。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
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研究制定
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政策措施，培
育新产业新赛道。

促进成果转化 推动创新发展
18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成功并网发

电，300 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成功
点火……今年以来，工业领域重大创新
成果不断涌现。

科技成果加快产业化， 离不开经营
主体的壮大与科技服务业的发展。 前 8

个月，规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营业收入利润率达 7.5%，高于规上工业
企业平均水平。前三季度，全国技术合同
成交总额达 4.49 万亿元 ， 同比增长
17.8%，技术交易持续活跃。 工业领域设
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积极推进， 具有较高
技术含量和较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芯
片、服务器等产品产量高速增长。

为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相关部门和
金融机构开展产融合作，实施科技创新
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优化无还本续贷政
策。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局长陶青介绍，国家产融合作平台提供
定制化、智能化金融服务，设立产业转
移、先进制造业集群等 24 个特色专区，
助企融资突破万亿元。

陶青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持续深
化产融合作，抓紧制定出台金融支持新
型工业化的政策文件，深入实施“科技
产业金融一体化”专项，引导社会资本
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提供多渠道、可
持续的资金保障。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一体化技术市
场加快培育，创新成果加快应用。 赵志
国说，将开展先进适用技术遴选，会同
有关部门研究制定科技成果“先使用后
付费”工作指引，引导高校和科研机构
将科技成果许可给企业使用。

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
我国大力推动网络、算力、人工智能

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协调发展。据统计，
截至 9 月底，累计建成 5G 基站 408.9 万
个，千兆宽带用户达 1.96 亿户，实现“县
县通千兆、乡乡通 5G、村村通宽带”。

信息基础设施、数字产业等加快发
展，不仅培育了经济新增长点，也推动
制造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据介绍，目前，5G 行业应用已覆盖
76 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累计间接带动
总产出约 14 万亿元，“5G+工业互联网”
项目超过 1.5 万个。 现有完成备案并上
线为公众提供服务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服务大模型近 200 个。

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入实施制造业
数字化转型行动，累计培育 421 家国家
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建成万余家省级
智能工厂。

赵志国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动
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加快， 持续推动 5G演
进（5G-A）、非地面网络（NTN）等技术发展
和产品研发，超前布局 6G、人工智能、量子
信息等领域科技创新。 尽快出台 5G规模
化应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等接续政
策，持续打造高水平 5G工厂，开展“5G+工
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试点建设。 ⑩1

（新华社记者 张晓洁 张辛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