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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首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成
立40周年。

从首批的14家到最新的229家，从分布于
沿海12个城市到遍布31个省（区、市）……40
年来，国家级经开区由东到西、由点到面，坚守
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谋发展的初心使命，为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
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级经开区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积
极推进创新提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持续发
挥对所在地区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推动我
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经济发展主阵地
最初不到10平方公里的面积，可以“长”出

什么？
在广州经开区，记者找到这样的答案：规

上工业总产值、实际利用外资等7项指标居全
国经开区首位，综合实力居全国经开区第2位，
财税总收入连续7年突破千亿元……

广州经开区2023年交出的靓丽“成绩单”，
正是国家级经开区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和作用
日益凸显的写照。

40年来，国家级经开区在盐碱滩涂、荒山
洼地中转方式、调结构、促转型，形成了有利于
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引进先进管理经验的“小
气候”，有效发挥了经济社会发展主阵地、增长
极作用。

——数量扩容布局扩展。截至目前，国家
级经开区数量已经增至229家，其中，东部地区
103家，中部地区55家，西部地区50家，东北
地区21家。

——经济增长强大引擎。2023年，国家级
经开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7万亿元、财政收
入2.7万亿元、税收收入2.5万亿元，以千分之
三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十分之一的地区生
产总值和财税收入。

——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3年，229家

国家级经开区进出口总额10.1万亿元，实际使
用外资395亿美元，占全国外贸总额和实际使
用外资总额的比重均接近四分之一，成为巩固
外贸外资基本盘的“主力军”。

改革开放试验田
今年2月，4家企业旗下智能网联乘用车

获准在位于北京亦庄的北京经开区至大兴国
际机场航站楼之间开展载人接驳，标志着世界
首个首都城市机场自动驾驶接驳载人示范场
景正式开放。

启动建设全国首个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区，
聚力建设国家级信创园区和国家信息技术应用
创新基地……今天的北京亦庄，处处澎湃着的
发展动能，是国家级经开区敢为人先、开拓进
取，深耕改革试验田、构建开放新高地的缩影。

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
改革始终是国家级经开区的发展密钥。

划定合理明晰的权责关系、建立市场化运行
机制，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国家级经
开区聚焦经营主体关切，自主深化制度创新，
转变政府职能，破解难点痛点，推动改革向纵
深发展。

探索高水平对外开放新路径是国家级经
开区与生俱来的使命。昆明经开区紧抓《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契机，有
效提升RCEP项下通关便利化，如今，中铁联集
昆明中心站首发用时较以往公铁分段运输模
式缩短1天时间，运输成本降低20%以上；作为
安徽自贸试验区经开区块，合肥经开区在全国
首创跨境电商网购保税零售进口“退货商品+
区块链辅助管理”模式……

40年来，国家级经开区加强对国际经贸新
规则先行先试，积极与自贸试验区、综保区、跨
境电商综试区等功能型园区联动发展、叠加优
势，在填补规则空白、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推动
投资贸易便利化等方面实施有益探索，形成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
制机制。

创新转型驱动器
创新，一直是引领国家级经开区发展的第

一动力。
聚焦“谁来创新”，大力培育各类科技创新

主体。沈阳经开区全力支持建设中科（沈阳）
产业技术创新研究院，帮助沈鼓集团、北方重
工等科创龙头企业与中科院开展密切合作。
在相关合作机制的支持下，沈鼓集团成功研制
首台套9兆瓦级大型海上平台压缩机，使我国
海上天然气生产摆脱进口压缩机组依赖。

聚焦“怎么创新”，搭建创新平台、构建创
新生态。武汉经开区通过与武汉东湖高新区
联动，在汽车芯片领域开展联合技术攻关，将
高铁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芯片技术
引入汽车功率芯片开发并实现日均1000只
IGBT芯片量产，成功突破汽车“功率芯片”领
域困局。

聚焦“创新如何转化”，打通科技成果落地
“最后一公里”。在东营经开区，中国有研、潍柴
动力、国瓷材料等8家行业领军企业与天津大学
联合成立国家级稀土催化研究院，开发出国际
领先的气体机后处理催化剂贵金属高效利用技
术，仅潍柴动力，年节约采购成本超30亿元。

40年来，从最初率先开展技术引进制度设
计和革新，到如今当好知识产权强国路上的排
头兵，国家级经开区从未松懈在科技创新制度
领域的探索和前进。截至2022年末，国家级经
开区共拥有国家级孵化器、众创空间683家，省
级以上研发机构1.23万个。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
演进。

作为推动科技创新的主要承载体，以40年
创新探索的成效和经验为依托，国家级经开区
将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征程中发挥更
大作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
动能。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记者邹多为
谢希瑶 胡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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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局地址
建设南路盛世华庭西外围

新华西街北 58 号
千里山镇团结新村 15 号
乌兰北路正远广场楼下

人民路联通公司楼下
海北大街邮政公司楼下

海勃湾区第五小学东 100 米
明日星城小区西门

居家苑小区北门
千里山镇千钢大街甲 25 号

千里山西街 15 号
博研幼儿园旁

新华西街老烟草公司楼下
海勃湾区图书馆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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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王辉辉
冷洪杰
牛景田
卢海霞
马智鹏

乌兰巴特
高森

朱玉华
高宏亮

葛智

揽投部地址
世景苑 B 区南门

阳光万豪酒店楼下
海北大街温馨家园南门西

盛世华庭小区外围
凤凰苑 B 区东门

海北大街 1 号邮政公司楼下
解放北路与胜利街交叉口北 120 米

新达街谱翔花园 A 区
海南区巴彦乌素大街 8 号

海南区中蒙俄特色贸易区后排商铺

揽收快递电话
0473-2790318
0473-3129669
0473-2031360
0473-3132810
0473-2011183
13847348884
18747887733
0473-3032116

16674239241
13948348261

18647293868
18047335000
15049183603
15147323143
15147401230
13848313737
13304735726
18504733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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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决定》每日问答

（上接第一版）企业扎根大连经开区30年，从
最初几台设备到如今建立起25万平方米智
能制造装备产业园，是大连经开区发展的见
证者、建设者和受益者，未来还将继续在这
片热土上抢抓新机遇、实现新发展。

建设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我国推
进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立足新的历史方
位，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
求，国家级经开区要勇当改革开放的排头
兵，进一步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总书记对国家级经开区提升开放带动
作用提出更高要求，让我们感到重任在肩。”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洪世聪说，天津经开区将继续在打造改革开
放新高地上做示范、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上当表率、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上当标
杆，做好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
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上
走在前列。

黄埔海关所属穗东海关关长王永俊是
一个“老经开区人”，工作近30年，他见证了
广州经开区内的外贸企业从最初几十家到
如今 6000 多家。王永俊表示，海关部门将
充分释放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加工贸易、
减免税等政策红利，助力地方产业优势与海
关政策优势相结合，以海关改革助推完善高
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开放合作是国家级经开区的鲜明特
质。“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激励我们进一

步提高招商引资工作能力和水平。”苏州工
业园区投资促进运营有限公司副总裁卞毓
春说，苏州工业园区将聚焦重点产业延链、
补链、强链，高质量招商引资，形成产业支
撑性强、产业链上下游关联度高的产业集
群，加快建设开放创新的世界一流高科技
园区。

极米光电有限公司是宜宾临港经开区
引入的首个生产物联网智能家居类产品的
企业。“总书记提出扩大国际合作的要求，让
我们立足经开区谋发展、加快走出去拓市场
更有信心。”公司董事长钟波说，经开区为企
业发展、人才成长、科技研发充分赋能，我们
要坚定信心加快发展，努力成为有全球影响
力的杰出科技公司。

铜陵铜冠电子铜箔有限公司位于铜陵
经开区，公司自主研发的铜箔产品达到国际
同类产品水平。公司董事长印大维说，将牢
记总书记要求，充分利用经开区产业链创新
链优势，加强行业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前沿
技术攻关，不断向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数字
化迈进，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贡献。

“我们将遵循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坚定
不移抓创新谋发展。”广西—东盟经开区经
济发展局局长张丽萍说，开发区将发挥好区
位优势，努力打造食品加工、新能源、高端装
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特色鲜明、新兴产业健康
成长的现代化产业园区。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中共中央关
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指出：“完善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
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这对于推动民
生改善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高质量充
分就业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
治久安。就业是民生头等大事，牵动着千家万
户的生活，是稳增长的基础，是社会稳定的重要
保障。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
把就业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
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
促进机制，有效应对外部压力、内部困难特别是
新冠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城镇新增就业年均
超过1300万人，调查失业率保持较低水平，在
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
业，为民生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
撑。我国劳动人口众多，经济结构正在深刻调
整，总体面临就业压力大和结构性劳动力短缺、

人才匮乏的突出矛盾。如果就业问题处理不
好，就会造成严重社会问题。因此，必须从全局
高度进一步重视就业问题。

第二，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是当
前需要重点支持的就业群体。近年来，高校毕
业生人数屡创新高，2024年规模预计达1179万
人，未来10年每年将维持在1000万人以上，总
量规模大，就业难度大。高校毕业生就业承载
着个人理想和家庭期望，备受社会各方关注，社
会影响大。因供需结构性错位，高校毕业生对
优质岗位的期待难以完全满足，处理不好易引
起社会不稳定。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队伍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化建设的有生力量，也是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支撑。2023年我国农
民工规模已达2.98亿人，占就业人口的40%左
右，然而农民工就业质量不高、稳定性较差、收
入偏低，权益保障还存在不少短板。退役军人
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促进退役
军人就业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目前全
国有3900多万退役军人，每年还将新增40多万
人，退役军人长期在部队服役，知识体系、职业
素养与市场就业环境存在较大差异，特别需要
加强针对性就业帮扶。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
役军人这3个重点就业群体，是当前就业工作的
重中之重。稳住重点就业群体，就稳住了就业

基本盘。
第三，完善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

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必须强化举措、精
准施策。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完善重点群体
就业支持政策，开发更多就业岗位，优化就业
结构，提升就业质量，以点带面稳定就业大
局。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完善高校、职业院校
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努力创造更多
适合高校毕业生特点的就业岗位。要结合推
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多措并举促进
农民工就业，稳定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和务工收
入，防止因失业导致规模性返贫。要对退役军
人给予更多就业关怀和帮扶，落实各项就业援
助政策措施。要完善就业公共服务制度，打造
覆盖全民、贯穿全程、辐射全域、便捷高效的
全方位就业公共服务体系。要大力营造公平
就业环境，坚决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
体制机制和政策弊端。要健全劳动法律法规，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好劳动者在劳动报
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职业技能培训、社会
保险和福利等方面的合法权益，更好适应就业
方式新变化。要加强劳动市场监管和监察执
法，有效治理欠薪欠保、过度加班、违法裁员
等乱象。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博
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对持续深化博士研究生教育综合改
革作出系统部署。

《意见》指出，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
的最高层次，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支撑。加
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改革创新、开放融
合，推动规模扩大与内涵建设相协调，打造中
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博士研究生教育体系，加
快建设世界重要博士研究生教育中心，有的放
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为建设
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
供有力支撑。

《意见》指出，要完善学科专业体系，强化
国家战略人才培养前瞻布局。优化学科专业

布局，完善及时响应国家需求的学科专业设
置、建设和调整机制，加强理工农医类以及基
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学位授权点建设，
提升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占比，加快关键领域
学科专业建设，强化学科交叉融合发展。要重
塑培养流程要素，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
量。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改革招生管理模式，
优化培养过程，强化分流退出和多向选择，探
索建立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培养分类发展、融
通创新机制，完善评价体系，建设高水平导师
队伍，深化创新国际交流合作。要重构协同机
制，提高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能力。激发科教融
汇活力，激活产教融合动能，赋能区域创新发
展，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
衔接。

《意见》强调，要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统筹
领导。加大博士研究生教育投入力度，建立健
全稳定支持机制。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和培养
单位先行先试、分类分批开展改革试点。

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谋发展
——国家级经开区40年发展综述

为什么要完善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勇当改革开放排头兵

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记者戴小河）
国家能源局19日发布的信息显示，9月份全
社会用电量847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121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6.4%；第二产业用电量5379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3.6%；第三产业用电量
16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7%。城乡居民
生活用电量132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8%。

1至9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74094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7.9%，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发
电量为70560亿千瓦时。分产业看，第一产
业用电量103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第
二产业用电量 4738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9%；第三产业用电量13953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11.2%。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1721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12.6%。

9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同比增长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