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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扩大开放
电信、医疗等多领域明确155项试点任务

国务院近日批复同意《加快推进服
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方
案出台意义何在？新举措将为企业投
资与百姓生活带来哪些利好？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2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回应
外界关切。

“在当前全球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加
剧的背景下，中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扩大
开放试点，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
放，是我们做好自己的事、为世界注入更
多确定性和稳定性的实际行动。”商务部
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说。

凌激介绍，自2015年以来，国务院分
三批先后批准了北京等11个省市开展试
点，持续放宽市场准入门槛。10年来，试
点经历一次升级、两次扩围，先后推出7
轮15份试点方案。目前形成“1+4+6”的
格局——“1”是北京，即服务业扩大开放
示范区。“4”是天津、上海、海南、重庆。

“6”是沈阳、南京、杭州、武汉、广州、成
都。此次工作方案除增加试点任务以
外，还新增大连、宁波、厦门、青岛、深圳、
合肥、福州、西安、苏州9个试点城市，和
前11个试点省市一起，覆盖我国东、中、
西、东北地区，形成我国当前服务业对外
开放的区域代表性格局。

“提速加力”是此次工作方案的关键
词。凌激说，为加快形成更加丰富多样
的制度创新成果，进一步提高试点的工
作效率，此次试点任务在符合条件的地
区全面铺开，不再区分地区和任务批次，
而是一次性向所有试点的11个省市全面
铺开。

具体来看，工作方案聚焦重点服务
领域开放、产业创新发展、制度建设、风
险防控等，提出155项试点任务。

其中，“支持电信服务及相关数字产
业开放发展”置于首位。

试点任务包括：取消应用商店、互联
网接入等服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等试
点内容；鼓励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健全数
据交易市场体系，支持发展“来数加工”
等新业态和新模式；发展游戏出海业务，
布局从IP打造到游戏制作、发行、海外运
营的整个产业链布局等。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
长谢存介绍，2024年工信部会同相关部
门发布通告，明确在北京、上海、深圳、海
南4地取消多项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
比限制，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和积极评
价。不久前，工信部已向13家全球知名
企业发放试点批复。下一步，工信部将

支持更多外资企业参与试点，探索更多
新业态新动能，激发市场活力。

在医疗领域扩大开放试点目的是要
引进优质的医疗资源，受到外界广泛关
注。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
介绍，医疗领域新的试点任务包括支持
符合条件的外籍和港澳台医生在当地开
设诊所，支持境外医师、护士、药剂师等
医疗专业技术人员按照规定在当地短期
执业，并简化和优化审批的流程；在确保
数据安全和患者隐私的基础上，可以探
索健康医疗数据库的共建共享，并加强
临床医疗数据的标准化和院际间的共享
等任务。

焦雅辉说，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
点工作自启动实施以来，我国在发展外
资医疗机构、引进境外医务人员等方面，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积极成
效。据统计，目前这些合资、独资医疗机
构有150多家；在国内短期执业的境外医
务人员有1500多人。

我国金融业制度型开放稳步扩大，
工作方案对金融领域进行了专项部署。

金融领域的试点任务包括：支持探
索发展国际保理业务；支持跨国公司以

人民币开展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深
化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试点；吸
引境外保险公司、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和
ESG基金、认证鉴证机构为绿色项目提
供投融资和技术服务等。

谈及这些举措，中国人民银行研究
局局长王信总结说，一是不断提升贸易
投融资便利化程度；二是推动科技金融举
措先行先试；三是支持绿色金融和转型金
融高质量发展；四是与国家战略紧密结
合，加大金融支持区域协调发展力度。下
一步，人民银行将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
认真做好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相关
工作，促进金融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朱冰
说，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为国
家试制度、为地方谋发展”作用日益凸
显。前三批试点示范推出了科技、金融、
文化、电信、教育等12个行业领域开放举
措，培育了大型设备和运输工具融资租
赁、知识产权的质押融资等多类新业态
新模式。2024年，11个省市的服务业吸
收外资2932亿元，约占全国服务业吸收
外资的一半。截至目前，试点示范已形
成了9批190多项创新成果向全国推广。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2025年一
季度，在“双碳”目标和能源安全新战略
引领下，我国能源保供扎实有力，产业结
构持续优化。记者调研发现，国家能源
行业转型升级浪潮下，越来越多民营企
业逐“绿”而行，在加速布局能源领域中
开辟发展新空间。

阳春三月，湖北大冶。特变电工集
团自主研发的±800千伏特高压换流变
压器在大冶换流站完成安装，支撑“西电
东送”战略实施。

千里之外，黄海之滨。我国首台
“碳中和”海上大兆瓦风机——搭载全
球首个整机自研自制全集成传动链的
远景能源海上大兆瓦风电机组在江苏
正式下线。

一路向北，内蒙古草原上，爱德曼氢
能的电网侧储能项目已经破土动工……

今年以来，从特高压骨干网架建设
到新能源装备制造，更多民营企业深度
参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在电力传输、清
洁发电、灵活调峰等关键领域持续发力。

“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
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今年2月举
行的民营企业座谈会进一步释放出打破
市场准入壁垒、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积
极信号。

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张星表示，

今年，我国将加大力度，支持有能力的民
营企业以多种形式参与油气勘探开发、
电力设施建设等，促进民营企业投资建
设新型储能、智能微电网等新技术新业
态新模式。

从“高门槛”向“宽准入”的转变，持
续激发民营企业发展新活力。

在核电领域，2020年以来已有吉利
集团、万向集团等民企通过参股方式参
与项目投资。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
2024年8月最新核准的5个核电项目，总
投资约2455亿元，均配置10%的民营企
业投资比例。

江苏的神通阀门、上上电缆，浙江的
久立特材、宁波天生，甘肃的方大炭素
……随着我国核电装备制造业向高端迈
进，一批“专精特新”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记者了解到，这些民营企业专注于核
级阀门、管材、电缆、密封件、石墨材料等
细分产业，攻克了一批“卡脖子”技术，与
聚焦于主设备的大型国有企业优势互补，
成为我国核电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背后，是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的
协同发力。”张星表示，国家能源局等部
门通过设立首台（套）装备示范清单、重
大科技项目等政策，引导民营企业将营
收的5%至8%投入核心技术攻关。同
时，依托“揭榜挂帅”“赛马争先”等机制

搭建产学研用协同平台，将前沿技术研
发周期平均缩短18个月，专利转化率较3
年前提升近40%。

创新生态的构建，正在推动中国能
源产业加速成长。

远景能源成为全球第一家实现滑动
轴承自研自制和批量化应用的风电整机
商，500台机组批量化搭载滑动轴承零失
效，有力支撑风机大型化发展；

瑞麟氢能自主研发的超级碱性水电
解制氢设备，是国内首个碱性光伏离网
制氢成功运行的典范，已获得欧盟认证；

氢致能源的抗腐蚀电解槽技术则使
海水制氢设备寿命突破3万小时，为全球
首个200MW级海上氢能平台落地奠定
技术基础……

这些源自民营企业的技术突破不仅
填补了国内空白，也推动我国参与国际
能源技术规则制定。

如今，能源领域的开放程度不断加
深，为民营企业参与能源项目开发建设
营造了良好环境，提供了广阔空间。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
风电整机制造企业中民营企业约占
60%，光伏设备制造企业绝大部分是
民营企业。

在太阳能发电领域，目前已涌现出
宁德时代、阳光电源、大连融科、中储

国能等各种新型储能技术路线头部企
业，共同促进了我国新型储能技术产业
进步。

目前，我国民营售电公司已达2400
余家，占售电公司总数近60%。近60万
家零售用户通过零售市场购电，去年实
现零售交易电量3.6万亿千瓦时，占市场
化交易电量的58%。

此外，独立储能、虚拟电厂、充电运
营商等新型主体蓬勃发展，多元主体友
好互动的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

近日，上海市围绕促进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发布了6方面26项工作措施，其
中明确提到出台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建设
相关支持政策，鼓励民营企业进入虚拟
电厂、车网互动、新型储能等领域。

现在，我国已有各类充电运营商超
过1万家，规模以上（运营1万台以上充电
设施）的运营商中，民营企业占比超
80%。设施规模最大的四家运营企业
——特来电、星星充电、云快充、小桔充
电均为民营企业，合计市场份额超50%。

从沙漠光伏到深远海风电，从氢能
重卡干线到大型核电项目……越来越多
民营企业凭借技术优势与市场敏锐度，
成为国家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
重要力量，在拥抱绿色发展中迈向更加
光明的前景。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市场监管总
局21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3月底，全国
登记在册民营企业超过5700万户，占企
业总量的92.3%。一季度全国新设民营
企业197.9万户，同比增长7.1%，超过过
去三年平均增速。

一季度，全国新设“四新”经济民营
企业83.6万户，占同期新设民营企业总
量的四成以上，同比增长1.4%。其中，
互联网与现代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增长

最快，达到18%。新设“数字经济”民营
企业27.4万户，占新设民营企业总量的
13.9%，其中的“数字产品服务业”增速
最快，几乎是去年的2.5倍。截至3月
底，我国“四新”经济民营企业共2267.8
万户，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动能。

民营企业展现强大创新活力。通过
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转型和全球化布
局，民营企业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一

季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设民营企
业9.4万户、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设4.6万
户、人工智能软件研发类新设25.4万户、
银发经济类新设超过1万户。此外，在民
用航空、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等领域，
民营企业均展现出充沛活力。

个体工商户展现出充沛的内生动
力。一季度，全国新设个体工商户394.9
万户。其中，第一、二、三产业新设数量
分别为26.3万户、19.3万户、349.3万户。

截至3月底，第三产业个体工商户达到
1.11亿户，占个体工商户总量的比例接
近九成。

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成效
凸显。截至一季度末，各地已完成分型
判定“生存型”个体工商户6438.2万户、
占比83.1%，“成长型”个体工商户1004.1
万户、占比13%，“发展型”个体工商户
304.2万户，占比3.9%。全国已认定14.2
万户“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

打破准入壁垒，民营企业加速布局能源领域

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超过5700万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