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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关系，将国有企业划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实行分

类管理。公益类国有企业要明确其提供公共服务的

特殊义务，遵照 CPTPP 等国际规则接受非商业援助

的例外豁免。对具有双重任务属性的特定功能企业

要将其承担的公共属性和商业行为进行分离，仅对

满足公共需求的非商业活动成本给予补偿，使其符

合 CPTPP 等国际规则相关约定。

七、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着力补强产业链薄弱环节

国有企业聚焦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

公共服务等功能，加快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积极

开拓新领域新赛道，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发挥领头羊作用。

聚焦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领域，

大力发展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一批产业链

强链补链重点项目，增强投资增长后劲，加快形成

新的经济增长点。强化目标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

在下一代通信网络、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

领域形成一批基础前沿成果，发布推广一批关键材

料、核心元器件、关键零部件重大攻关成果。推动

能源、交通、建筑、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开展国产

化示范应用工程。

积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新一代信

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

绿色环保等布局力度，强化航空航天、轨道交通、

海洋工程、智能装备、芯片等高端制造业布局，力

争 2023 年中央企业制造业新增投资比重达到 13%，

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比重提高 2 个百分点以上。

制定重点行业领域布局结构调整指引，推动中

央企业 2023 年在关系国家安全、国计民生重点行业

的布局比重至少提高 1 个百分点，加快传统产业数

字化转型，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推动中央企业

全年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同比下降 3% 以上、二氧化

碳排放同比下降 3.6% 以上。

2023 年在装备制造、检验检测、医药健康、矿

产资源、工程承包、煤电、清洁能源等领域推动专

业化整合，切实提高产业竞争力。

八、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中的组织作用，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

地位

着力打造一批创新型国有企业，以国家战略需

求和产业升级需要为导向开展技术攻关，以提升创

新体系效能为目标深化开放协同，以解决实际问题

为保障更好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着力锻造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

强化煤炭与火电、冶金与机械、商贸与航运等

上下游行业协同，推动通信、航空运输、建筑等企

业加强行业内部协同，提升行业价值。

中央企业承担了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44 家

中央企业共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

106 项。从北斗组网、“天问”探火等大国重器，

到疫苗研制、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民生福祉，都

取得了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重大创新成果和新的历

史性成就。

中央企业坚持集中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

脖子”问题。集成电路、5G 通信、高速铁路、大飞机、

发动机、工业母机、能源电力等领域“卡脖子”问题

不同程度缓解。中央企业集中优势资源重点攻关，在

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高速铁路、高端装

备、能源化工、移动通信、北斗导航、5G 应用、国

产航母、核电、航空发动机等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具有

世界先进水平的标志性重大创新成果，建成了港珠澳

大桥、白鹤滩水电站、深海一号油气田、华龙一号核

电机组、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等一批标

志性重大工程，有效填补多领域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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