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0强排名

19

27

115

120

149

218

241

301

332

386

企业名称

新希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通威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川威集团有限公司

蓝润集团有限公司

其亚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冶控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德胜集团钒钛有限公司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渠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蛟龙港

营收总额（万元）

28308461

23879171

8572488

8231998

7255737

5590876

5161717

4050346

3768310

3396366

全国工商联12日在甘肃兰州发布
“202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结果显示，
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
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此外，四川
有10家民营企业上榜，与去年持平，数
量居西部第一位。

上榜企业
户均营业收入838.22亿元

今年是全国工商联组织开展第26
次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共有9642家
2023年营业收入5亿元以上的企业参
加，其中营业收入前500位的企业为

“202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根据调研结果，2023年，民营企业

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1.91万亿元，户均
838.22亿元，较上年增长5.22%；资产总
额49.85万亿元，户均996.94亿元，较上
年增长7.64%；税后净利润1.69万亿元，
户均33.85亿元，较上年增长2.97%。

在产业结构方面，民营企业500强
更加专注实业，制造业企业数量占500

强比例为66.40%，占比连续3年实现提
升。500强企业加快数字化、绿色化转
型发展，60%以上的企业通过应用数字
化产品和服务、依托专业数字化服务商、
推进智能制造等途径实施数字化转型。

在创新能力方面，民营企业500强中
实际填报企业的研发费用总额1.05万亿
元，研发人员总数102.38万人，平均研发

经费投入强度2.66%。500强企业拥有
66.67万件有效专利，较上年增长9.39%。

此外，民营企业500强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纳税总额达1.29万亿元，较上年
增长3.11%；在民营企业500强中，
67.00%的企业参与“万企兴万村”行动，
助力促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

上榜企业
四川共10家居西部第一
“202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四

川有10家民营企业上榜，与去年持平，数
量居西部第一位。10家上榜企业年营收
总额9821.55亿元，较上年增加848.55亿
元。四川17家企业上榜2024中国民营企
业制造业500强，比去年增加4家。

上榜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10家川
企分别是新希望集团、通威集团、川威集
团、蓝润集团、其亚集团、四川冶控集团、
德胜集团钒钛有限公司、天齐锂业股份
有限公司、四川渠心科技集团、成都蛟龙
港。其中，有9家企业是去年上榜企
业。其亚集团首次上榜，为149位。

对比上榜企业位次变化，四川冶控
集团和成都蛟龙港变化最大，分别较去
年上升75位和52位。

此次新上榜的其亚集团，长期深耕有
色金属行业，涵盖铝基、硅基、现代煤化
工、新能源、矿业等，业务分布四川、新疆、
贵州、云南等地。 综合新华社、川观新闻

“202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出炉 10家川企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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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规模置换存量隐性债务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事关

发展和安全，事关财政可持续发展。
财政部部长蓝佛安表示，2024年以

来，经履行相关程序，财政部已经安排了
1.2万亿元债务限额支持地方化解存量
隐性债务和消化政府拖欠企业账款。为
了缓解地方政府的化债压力，除每年继
续在新增专项债限额中专门安排一定规
模的债券用于支持化解存量政府投资项
目债务外，拟一次性增加较大规模债务
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加大
力度支持地方化解债务风险。

“相关政策待履行法定程序后再向
社会作详尽说明。”蓝佛安说，这项即将
实施的政策，是近年来出台的支持化债
力度最大的一项措施。这无疑是一场政
策及时雨，将大大减轻地方化债压力，可
以腾出更多的资源发展经济，提振经营
主体信心，巩固基层“三保”。

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型
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是服务实体经济
的主力军，也是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
资本是商业银行持续经营的“本钱”。“在
当前形势下，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适当
方式，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进一步增加

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副部长廖岷说。
廖岷称，财政部将坚持市场化、法治

化的原则，积极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等渠
道筹集资金，稳妥有序支持国有大型商
业银行进一步增加核心一级资本。财政
部已会同有关金融管理部门成立了跨部
门工作机制。目前，正在等待各家银行
提交资本补充具体方案，各项相关工作
正在有序推进。

政策组合拳支持推动房地产
市场止跌回稳

聚焦房地产领域，廖岷表示，下一
步，将坚持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提高质
量，积极研究出台有利于房地产平稳发
展的政策措施。

一是允许专项债券用于土地储备，
支持地方政府使用专项债券回收符合条
件的闲置存量土地，确有需要的地区也
可以用于新增的土地储备项目。“这项政
策，既可以调节土地市场的供需关系，减
少闲置土地，增强对土地供给的调控能
力，又有利于缓解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
业的流动性和债务压力。”廖岷说。

二是支持收购存量房，优化保障性
住房供给。用好专项债券来收购存量商
品房用作各地的保障性住房；继续用好
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

三是及时优化完善相关税收政策。
抓紧研究明确与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
住宅标准相衔接的增值税、土地增值税
政策。下一步，还将进一步研究加大支
持力度，调整优化相关税收政策。

“我们将持续加强财政政策与其他
政策的协调，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动，加
强新老政策的衔接，打好组合拳，坚定不
移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廖岷说。

针对学生群体加大奖优助困力度

为支持学生安心求学、成长成才，我
国已建立政府主导、学校和社会积极参
与的全方位资助体系。财政部副部长郭
婷婷介绍，下一步，将会同相关部门从奖
优和助困两方面，分两步调整完善高校
学生资助政策。

第一步，在2024年推出四方面政策
措施。

一是国家奖学金奖励名额翻倍。本
专科生国家奖学金名额，从每年6万名增
加到12万名；硕士生国家奖学金名额，从
每年3.5万名增加到7万名；博士生国家奖
学金名额，从每年1万名增加到2万名。

二是提高本专科生奖学金奖励标
准。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从
每生每年8000元提高到10000元；本专
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奖励标准，从每生

每年5000元提高到6000元。
三是提高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

标准。从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平均资助
标准从每生每年3300元提高到3700元。

四是加大国家助学贷款支持力度。
第二步，2025年提高研究生学业奖学

金奖励标准。同时，还将提高普通高中国
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提高中等职业学校国
家助学金资助标准并扩大资助范围。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强度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保证必要的
财政支出。对此，蓝佛安表示，将从有效
补充财力、切实保障各项重点支出、用足
用好各类债务资金三方面着力，保持必
要的财政支出强度，确保重点支出应支
尽支，发挥好财政逆周期调节作用，推动
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据了解，目前，增发国债正在加快使
用，超长期特别国债也在陆续下达使
用。专项债券方面，待发额度加上已发
未用的资金，后三个月各地共有2.3万亿
元资金可安排使用。

“下一步，要研究扩大专项债券使用
范围，健全管理机制，保持政府投资力度
和节奏，合理降低融资成本，切实推动高
质量发展。”财政部副部长王东伟说。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1.6%、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销售收入
同比增长11.4%……国家税务总局13日
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
度，我国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全国统一
大市场建设稳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提
速，在工业运行、新动能产业、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领域呈现亮点。

工业运行总体平稳——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

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6%。
其中，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5.3%，特别

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
造业等先进制造业发展向好，同比分别
增长13.5%和10.5%。

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高

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6%。其
中，高技术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分
别增长13.7%和8.6%。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7%。

“两新”发展势头良好——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在

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带动下，全国企业

采购机械设备金额同比增长6.5%。受
国家鼓励、地方支持和企业让利等因素
带动，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冰箱
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分别增长10.2%和
6.5%；与家装相关的家具零售、卫生洁
具零售同比分别增长13.9%和10.5%。

绿色低碳转型提速——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生

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1.4%，其中9月份同比增长12.7%。新
能源、节能、环保等绿色技术服务业销售
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2.5%、18.7%和6%。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稳步推进——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交

通运输物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
全国省际间销售额同比增长2.5%，较全
国企业销售收入总体增速快1.1个百分
点，反映省际间商品服务贸易较为畅通。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表
示，税务部门将继续不折不扣落实好已
明确的各项税费支持政策，配合相关部
门及时研究推出新的增量政策，进一步
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财政部将推出一揽子财政增量政策
9月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力推出增量政策，进一步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在10月12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财

政部负责人介绍了“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明确将在近期陆续推出一揽子有针对性增量政策举措。

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绿色转型提速……

从税收数据透视前三季度经济运行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