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5版版
编辑：陈小妹 电话：2805137 邮箱：ndmdrb@163.com

美编：舒 义 校对：高浩锋 财经新闻2024年
1月17日

出席世界经济论坛 2024年年会的经
济学者、观察人士日前纷纷表示，受金融
环境收紧、地缘冲突加剧及人工智能快速
发展等影响，全球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增
强，需加强国际合作，重建各经济体间的
信任，为可持续、包容性增长注入动力。

本次年会以“重建信任”为主题，将持
续至19日。年会汇聚全球2800多名政界、
商界、学界和媒体代表，聚焦在分裂的世界
中实现安全与合作，为新的时代创造增长
和就业，人工智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施
长期气候、自然与能源战略四大议题。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萨迪娅·扎希
迪表示，尽管全球高通胀正在缓解，但经
济增长停滞、金融环境持续收紧、地缘冲
突及不平等现象加剧等情况，将使今后一

年全球经济韧性面临考验，凸显全球合作
的迫切需要。

世界经济论坛15日发布的最新《首席
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超过半数的受
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走
弱。报告说，尽管全球通胀形势有所好
转，但各地区经济增长前景大相径庭。

绝大多数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南
亚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经济前景依然乐
观，2024年有望适度增长。不少经济学家
表示，美国以及欧洲、中东和北非等地区
的经济体2024年表现将较为疲软。

多数受访经济学家担心，地缘冲突加
剧或将导致经济分化加剧，扩大南北差
距。此外，人工智能发展对不同经济体的
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

“唯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应对挑战、
把握机遇。”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
伦德如是表示。

在年会召开前夕，世界经济论坛创始
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一篇署名
文章中说，在当前竞争日益激烈、多极化
趋势日益明显的世界形势下，社会分化不
断加剧，不确定性越发普遍，需要在全球、
国家和地方层面展开合作。

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德勤中国主
席蒋颖告诉新华社记者，当前形势下，全
球经济复苏过程仍会较为波折。她强调，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对
全球经济影响显著。通过进一步开放市
场、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中国为全球经
济增长和就业创造更多机会。

麦肯锡中国区主席倪以理认为，中国
经济和企业在过去两年中韧性显著提
升。他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持积极看法。

联合国贸发会议资深经济学家梁国
勇表示，中国经济体量巨大，对世界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约为三分之一。以这样的
体量推进高水平开放，将对促进国际经贸
发展和世界经济增长产生积极效应。

世界经济论坛是以研究和探讨世界
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促进国际经济合作
与交流为宗旨的非官方国际性机构。其
前身是1971年由施瓦布创建的“欧洲管理
论坛”。1987年，“欧洲管理论坛”更名为

“世界经济论坛”。
□ 新华社记者 康逸 陈文仙 陈斌杰
（新华社瑞士达沃斯1月15日电）

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主席戴维·奥尔森
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专访时表示，在当前全球
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稳定提供了强有
力的组织框架，而中国的参与对区域开放和自由贸
易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奥尔森指出，RCEP生效实施两年来，在简化贸
易规则、降低关税、协调原产地规则、促进投资，以及
在电子商务、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领域建立完善规
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奥尔森说，对于澳大利亚而言，RCEP从一开始
就被认为既能带来潜在的经济利益，又具有重要的
战略意义，将给澳大利亚众多行业带来增长机会。
例如在农业方面，该协定有助于扩大澳大利亚优质
食品和纤维的出口，也有望提振农业专业服务的出
口，特别是在乳制品、肉类和谷物行业。

奥尔森表示，中国与澳大利亚一直是多边和区
域合作机制的倡导者。对于像中澳这样成熟的贸易
关系来说，RCEP带来的机遇既来自于深化政府层
面的合作关系，也来自于深化行业部门和商业伙伴
之间的合作关系。

他指出，中国与RCEP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已非
常可观，中国作为贸易和投资伙伴的重要性仍在不断
提升。一方面，RCEP其他成员国认识到有效进入中
国市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东盟地区的日
益富裕也将吸引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投资者。

奥尔森说，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不仅寻求自身的
高质量发展，还将在促进区域市场一体化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

□ 新华社记者 梁有昶
（新华社悉尼1月16日电）

新华社太原1月16日电（记者 梁晓飞）“截至
目前，山西 10座国家智能化示范煤矿全部建成，全
省累计建成 118座智能化煤矿、1491处智能化采掘
工作面。”在 16日于山西省晋城市召开的山西省煤
矿智能化建设现场交流会上，山西省能源局副局长
苗还利说。

山西是全国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也是首个能
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省份。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山西把煤矿智能化建设作为
深化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重大举措，全力推动
煤炭产业与数字技术一体化融合发展。

2023年，山西年产能 180万吨以上的生产煤矿
智能化改造工程已全部开工，新建成81座智能化煤
矿、498处智能化采掘工作面。目前，山西已建成智
能化采掘工作面的煤矿共281座，年产能总计74750
万吨，占全省生产煤矿总产能的61.91%。

“井下采掘作业等危险岗位减少 96 人，综合
回采水平提高 20%。通过智能化改造，洗煤厂每
年多洗选 30万吨原煤，效率提升 10%以上。”山西
天地王坡煤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付天光说，煤矿智
能化建设三年来，“减人、增安、提效”的作用逐步
显现。

在危险岗位“减人”的同时，煤矿智能化开采员、
煤矿智能化掘进员、采矿安全监控系统值班员等一
批新工种需求快速增加。天地王坡煤矿联合华为、
中煤科工等科研单位打造 5G+智能化创新孵化器，
提升智能化人才储备。

伴随数实融合，新的产业形态加速涌现。华为
煤矿军团全球总部落户山西太原，众多智能化厂商
在山西投产研发制造，省级煤炭工业互联网平台即
将上线运行，进一步推动煤矿智能化产业集群化、链
条式发展。

苗还利表示，下一步，山西煤矿智能化建设重点
将由目前的以采掘工作面为主，转向全矿井智能化
建设阶段。2024年，全省年产能 120万吨以上和灾
害严重生产煤矿智能化建设将全部开工，全年将新
建成150座智能化煤矿。

新 华 社 北
京 1 月 16 日电
（记者 谢希瑶）
博 鳌 亚 洲 论 坛
秘 书 长 李 保 东
16日说，博鳌亚
洲 论 坛 2024 年
年 会 将 于 3 月
26 日 至 3 月 29
日 在 海 南 博 鳌
举 行 。 目 前 年
会 筹 备 工 作 正
稳 步 有 序 向 前
推 进 。 今 年 年
会 将 重 点 围 绕
国 际 社 会 如 何
共迎挑战、共担
责任展开讨论，
年 会 主 题 为 ：

“亚洲与世界：
共同的挑战，共
同的责任。”

博 鳌 亚 洲
论 坛 2024 年 新
闻 发 布 会 当 天
在 北 京 举 行 。
李 保 东 在 会 上
说，当今世界面
临 着 经 济 复 苏
乏力、国际形势
持续动荡、极端
天 气 和 自 然 灾
害多发、加强全
球 治 理 迫 在 眉
睫 等 一 系 列 严
峻 挑 战 。 今 年

年会将邀请包括东道国政府在内的
各国领导人、政府官员、国际组织负
责人、企业代表、专家学者和媒体人
士出席，共同探讨亚洲与世界如何凝
心聚力，共迎挑战，共同推动和平与
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今年年会将设立“世界经济”
“科技创新”“社会发展”“国际合作”
四大板块共计数十个议题，每个板
块议题均体现团结促发展这一主
旨。除举办年会，今年博鳌亚洲论
坛还将继续举办一系列重要活动，
包括全球健康论坛、国际科技与创
新论坛、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
全球城市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论坛
等一系列专题论坛会议，将在亚洲
和其他国家举办多场地区合作会
议，将继续围绕亚洲经济一体化、绿
色发展、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等课题
加强研究，并推出专题报告。

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国家发展改
革委16日发布消息，2023年，通过实施以
工代赈政策，累计吸纳带动 253.4万名低
收入群众务工就业，人均增收1.4万余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2023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抓

好以工代赈工作，加大中央专项投资支持
力度，实施一大批以工代赈专项项目，同
步督促指导地方在重点工程项目和中小
型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大力推广以
工代赈方式，有效拓宽农村低收入群体和
城乡就业困难劳动力就近就业渠道。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
部门和地方持之以恒抓好以工代赈各项
工作，进一步拓展以工代赈政策实施范
围，进一步扩大劳务报酬发放规模，充分
发挥以工代赈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的
重要作用。

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记者 韩佳
诺 申铖）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新版《稳外贸
稳外资税收政策指引》，在此前发布版本
的基础上，对现行有效的相关税收支持政
策和征管服务举措进行梳理更新，方便纳
税人更好了解政策、适用政策，为外贸外
资发展营造良好税收环境。

这是记者16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的。
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有关负责

人介绍，新版《稳外贸稳外资税收政策指
引》分为稳外贸政策和稳外资政策两大领
域，共包括51项具体内容。其中，稳外贸
相关税收政策包括出口货物劳务税收政
策、跨境应税行为增值税政策、外贸新业

态税收政策、出口退（免）税服务便利化举
措等 19项。稳外资相关税收政策包括鼓
励外商投资税收政策等32项。

目前，新版《稳外贸稳外资税收政策
指引》已在税务总局官方网站发布，纳税
人可以登录查询适用自身发展的税收支
持政策，充分享受政策红利。

1月16日在海南省海口市拍摄的海口港集装箱码头（无人机照片）。
据海口海关统计，海南货物贸易进出口继 2022 年首次突破 2000 亿元后，2023 年进出口、出口和进口规模分别达到

2312.8亿元、742.1亿元和1570.7亿元，均创历史新高，同比分别增长15.3%、2.8%和22.4%。2023年，海南有12个市县进出口
实现不同程度增长。其中，儋州（含洋浦）、海口、三亚进出口值位居前三。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世界经济论坛与会人士呼吁加强国际合作 RCEP 为 促 进 区 域
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框架

——访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
会主席戴维·奥尔森

提“ 智 ”增 效 ！
山西智能化煤矿突破100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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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以工代赈带动253万群众务工就业

新版稳外贸稳外资税收政策指引发布

（上接第1版）此次推出的 23个优化营商环境典型
经验做法包括宁德市市场监管局开展信用提升行
动，助力经营主体纾困解难；宁德市文旅局奏响山
海宁德新交响，走出文旅融合创新路；宁德市交通
运输局创新推广筹融资模式，破解农村公路建设资
金难题；宁德市国企打好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拳”，
深入推进普惠金融业务发展；蕉城区打造政务服务
与招商引资联动平台，率先建设园区政务服务工作
站；蕉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实行全流程服务，推动
药品零售许可登记工作提质提速；信用“活水”精
准滴灌古田“菌花”；古田县“一通道、一模式、一机
制”刷新市场主体满意度；屏南县“四措”齐驱，扎
实推进文化和旅游赋能乡村振兴；屏南县税务局推
行涉税“三式服务”，为招商引资项目保驾护航；周
宁县公安局“三举措”优化“亲清八闽”护企安商环
境；周宁县实现“婚育检”一件事一次办，助力群众
幸福感提升；寿宁县推出“三个一”机制护航旅游
民宿高质量发展；福安市“书记市长益企茶话日”
搭建政企“连心桥”；福安市构建集成审批服务新
模式；柘荣县打造“信用+太子参溯源”，实现全程
可信追溯；柘荣县构建“1+1+1”服务新机制，增添
企业发展新动力；福鼎市实施项目专员行动，助推
重点项目有序推进；福鼎市以赛为媒聚活力，体旅
融合促发展；霞浦法院执行服务与执行指挥“双中
心”减少当事人讼累；霞浦县率先打造“枫桥式”
税源管理分局，提升纳税人满意度；东侨经济技术
开发区“危废管家”服务实现小微企业危废处置后
顾无忧；东侨税务服务跨境投资企业完善预约定
价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