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 近 平 会 见 泰 国 总 理 佩 通 坦

新华社北京 2 月 6 日电（记者董雪、邵艺博）2 月 6 日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

泰国总理佩通坦。

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传承千年，“中泰一家亲”历久弥

新。建交半个世纪以来，两国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真诚

互信、守望相助，始终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今年是中泰建交 50 周年暨“中泰友谊金色 50 年”，双方

要继往开来、携手前行，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更多惠及地区和世界。

习近平强调，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泰双方要巩固战略

互信，坚定相互支持，以中泰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应对外部环

境的不确定性。中方愿同

泰方对接发展战略，拓展互

利合作，实施好中泰铁路等

旗舰项目，推动中老泰联通

发展构想早日取得更多成

果。深化数字经济、新能源

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

打造更加稳定畅通的产业

链供应链。中方赞赏泰方

采取有力措施打击网赌电

诈，双方要继续加强执法安

全和司法合作，维护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维护地区国家

交往合作秩序。要深化相

知相亲，共同举办丰富多

彩的建交 50 周年庆祝活

动，打造更多暖人心、惠民

生工程，让中泰友好深入

人心、世代相传。中方支

持泰国担任澜湄合作共同

主席，祝贺泰国成为金砖

伙伴国，愿同泰方密切沟

通协作，坚定捍卫以联合

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

国 际 法 为 基 础 的 国 际 秩

序，增进全球南方团结合

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

同发展。

佩通坦表示，很高兴在“泰中友谊金色 50 年”之际访华。

50 年来，泰中关系经历风雨，始终守望相助、共同发展，始终

相互信任、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建立了特殊的友好合作关系。

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同中方一道，加强高层交

往，密切互联互通、经贸、农业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民

心相通，开启共享和平、共同繁荣的下一个 50 年，造福子孙后

代。泰方愿同中方和其他邻国加强执法合作，采取坚决有效

措施，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始终发

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泰方愿同中方

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王毅参加会见。

2 月 6 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佩通坦。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摄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会谈

新 华 社 北 京 2 月 6 日 电（记 者 邵
艺博、董雪）2 月 6 日上午，国家主席

习 近 平 在 北 京 人 民 大 会 堂 同 来 华 进

行 国 事 访 问 的 文 莱 苏 丹 哈 桑 纳 尔 举

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

流长。建交 30 多年来，双方不断深化

政治互信，积极对接发展战略，各领

域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在国际和

地区事务中保持良好配合，树立了大

小国家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

也 为 地 区 和 平 稳 定 和 发 展 繁 荣 作 出

了 积 极 贡 献 。 中 国 和 文 莱 共 建 命 运

共同体，顺应时代发展大势，符合两

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开启了两国

关系崭新篇章。双方要乘势而上，深

化互利合作和战略协同，彼此尊重、

坦 诚 互 信 ，永 远 做 隔 海 相 望 的 好 邻

居、相互信赖的好朋友、共同发展的

好伙伴。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文方在国

家发展道路上携手前行，为两国人民

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同文莱“2035 宏愿”战略

对接，推进广西—文莱经济走廊、恒逸

石化两个旗舰项目，打造中国—东盟

东部增长区和“陆海新通道”双枢纽。

中 方 愿 鼓 励 更 多 企 业 赴 文 莱 投 资 兴

业，支持文莱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

能、新能源产业，助力文方经济多元

化。中方支持两国开展杂交水稻研究

合作，欢迎文方用好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平台，扩大

优质农渔产品对华出口。双方要弘扬

人文交流优良传统，深化教育、文化、

旅游、地方、体育交流合作，共同推动

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

经济全球化，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为促

进 国 际 和 地 区 和 平 稳 定 发 挥 积 极

作用。

哈桑纳尔向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

民 致 以 蛇 年 新 春 祝 福 。 哈 桑 纳 尔 表

示，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保持经

济持续快速增长，让数亿人摆脱贫困，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中国提出三大全

球倡议，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发挥

关键作用，展现了负责任大国担当。

文莱和中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携手迈向文中命

运共同体。感谢中方支持文莱经济多

元 化 战 略 ，两 国 合 作 使 文 莱 人 民 受

益。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

同中方巩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

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文方愿与中方

加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农业、渔业、

能源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当

前，国际社会面临新的复杂局面和挑

战，文方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坚持多边

主义和自由贸易，维护发展中国家共

同利益。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文

莱达鲁萨兰国关于深化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推进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

合声明》。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

司法、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媒体等

领域多项合作文件。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

大厅为哈桑纳尔举行欢迎仪式。

天安门广场鸣放 21 响礼炮，礼兵

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

乐 团 奏 中 文 两 国 国 歌 。 哈 桑 纳 尔 在

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

仗队，并观看分列式。

当 天 中 午 ，习 近 平 在 人 民 大 会

堂 金 色 大 厅 为 哈 桑 纳 尔 举 行 欢 迎

宴会。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二月六日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文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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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文莱

苏丹哈桑纳尔举行会谈

。这是会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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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将出席哈尔滨第九届亚洲
冬季运动会开幕式并举行外事活动

新华社北京 2 月 6 日电 第九届亚

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式 2 月 7 日晚在黑龙

江省哈尔滨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本届亚冬会开幕。

7 日中午，习近平主席将为来华出

席开幕式的外国领导人举行欢迎宴会。

出席开幕式的外国领导人有：文莱

苏丹哈桑纳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

罗夫、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泰国总

理佩通坦、韩国国会议长禹元植等。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对开幕

式进行现场直播，新华网进行图文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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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节消费看内需潜力

金观平

中国市场有多大、内需潜力有多大，刚

刚过去的春节假期交出了亮丽答卷。文旅

消费“热气腾腾”、各大商圈财气人气双升、

电影票房创出新高，是我国经济持续回稳

向好的清晰信号；人们消费意愿的提升，更

意味着消费市场还有更多蛰伏的潜力，等

待着被激活、被释放。

衣食住行，简简单单的四个字，乘以

14 亿多人口，搭建起的是一个超大规模市

场的厚实底盘，成为我国抵御风浪的底气

所在。成功申遗后的首个春节长假呈现出

的繁荣景象，依托的正是这个无可比拟的

优势。

深挖消费的潜力，剖析鲜活的数据，

“ 开 门 红 ”使 我 们 信 心 更 加 坚 定 。 流 通

畅、消费旺、活力足，县域市场红红火火；

“换新”撬动“焕新”，电子产品消费明显

升温；逛首店、追比赛、送“谷子”，新型消

费持续活跃；灯会、京剧、川剧变脸等传

统文化项目门票订单量大幅增长⋯⋯市

场的深度、广度、可塑性、可拓展性有效

提 升 ，让 驱 动 经 济 增 长 的 引 擎 动 力 更 加

澎湃。

潜力并不天然就是动力。埋下的种

子，不松松土、浇浇水、施施肥，单凭自己的

力量很难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同样，内需潜力也需要设法释

放，才能转化成为发展动力。关键在于通过一整套相互配合、

协同联动的政策举措，统筹推进传统消费提质升级与新型消

费培育壮大，统筹推进做优增量和盘活存

量，推动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相互促进，推

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良性循环。春节

消费的亮眼成绩单，表明前期一揽子政策

“组合拳”是有效的，精准顺应了消费需求

的变化，也为接下来相关政策的继续优化

提供了参考。

内需潜力的释放、动力的转化，势必依

靠推动更深层次的改革来实现。大力提振

消费，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也必须

加快破除制约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当

前，消费市场还有一些观望情绪，一些新型

消费模式仍在探索中前行，供不应求与供

过于求的情况并存，我国经济运行仍然面

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要发挥好改革的突破

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清“淤点”、通“堵

点”、连“断点”、解“难点”，畅通产业循环、

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加快构建完整的

内需体系，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

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

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还要更加突出就业优

先导向，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改善社会整体

收入预期，增强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

底气。

前路漫漫，无论是春风和煦，还是乍暖

还寒，只要我们勇毅向前、真抓实干，当下的拼搏与奋斗，终会

将蓝图变为现实，汇聚在国家的繁荣昌盛中，映照在每个人的

幸福生活里。

财政政策支撑经济回稳向好
2024 年，我国扎实实施积极的财政

政策，有效落实各项存量和增量政策，

推动经济回稳向好。同时，抓好预算执

行管理，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财政运行

总体平稳。

财政收入前低后高

2024 年，财政收入总体呈“前低后

高”的恢复增长态势。受国内需求不

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以及 2023

年年中出台的减税政策翘尾减收等特

殊因素影响，前三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下降 2.2%。

随着 2024 年 9 月 26 日中央政治局

会议部署的一揽子增量政策落地见效，

社会信心有效提振，部分主要经济指标

有所回升，财政收入增幅由负转正且逐

月回升，带动全年收入实现小幅增长。

2024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970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

“2024 年，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

不确定性，积极的财政政策精准发力，

不仅保障了财政运行总体平衡，还进一

步增强了财政可持续性，为宏观经济稳

中向好提供了重要保障。三季度及时

出台增量政策，更大力度支持地方政府

缓释偿债压力，增强发展动能，发挥出

积极效应。”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

教授李旭红说。

主要税种受不同因素影响有升有

降。2024 年，全国税收收入 174972 亿

元，比上年下降 3.4%，主要受政策翘尾

减收等特殊因素以及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持续下降等影响。主要税种中，国

内增值税下降 3.8%，主要受上述特殊因

素以及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持续下降

影响；国内消费税增长 2.6%，得益于成

品油、卷烟、酒等产销增长；进口货物增

值税、消费税下降 1.6%；个人所得税下

降 1.7%，主要受 2023 年年中出台的提

高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政策

翘 尾 减 收 等 影 响 ；出 口 退 税 19281 亿

元，比上年多退 2159 亿元，增长 12.6%，

有力支持外贸出口。 （下转第三版）

□ 本报记者 曾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