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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
合印发《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行动方案(2024—2027
年)》，围绕资金支持、政策支撑、电网调度、技术创
新4方面，提出了推动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的保障措
施。

一是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发挥政府投资放大带动
效应，利用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渠道对符合条件的
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项目予以支持。相关项目择优纳
入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工程。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
制定支持政策，加大对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项目的投
资补助力度。

二是强化政策支撑保障。探索建立由政府、企
业、用户三方共担的分摊机制，对纳入国家煤电低碳

化改造建设清单的项目给予阶段性支持。鼓励符合条
件的项目通过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
金、绿色债券或申请绿色信贷、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
再贷款等渠道融资，吸引各类投资主体参与和支持煤
电低碳化改造建设。

三是优化电网运行调度。推动对掺烧生物质/绿
氨发电、加装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设施部分电量予以单
独计量。电网企业优化电力运行调度方案，优先支持
碳减排效果突出的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项目接入电
网，对项目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或零碳发电量予以优
先上网。

四是加强技术创新应用。加强技术攻关，加快技
术研发，补齐技术短板。 （荆杰）

国 家 两 部 门 发 文

四方面保障措施推动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

本报讯 （记者 孟竹） 7 月 15 日，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经济
运行情况。经初步核算，2024年上半年
国内生产总值 616836 亿元，同比增长
5.0%。上半年建筑业总产值 138312 亿
元，同比增长4.8%。由此可见，建筑业
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之一，在推动经济
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中仍发挥着不可或缺
的作用。

重大项目带动作用凸显
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

2024 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245391亿元，同比增长3.9%，
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27278亿元，同
比增长 0.1%。从环比看，6 月份固定资产

投资（不含农户）增长0.21%。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 4540 亿

元，同比增长3.1%；第二产业投资82297
亿元，增长12.6%；第三产业投资158554
亿元，下降0.2%。第二产业中，工业投
资同比增长12.6%。其中，采矿业投资增
长17.0%，制造业投资增长9.5%，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
24.2%。第三产业中，基础设施投资（不
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 同比增长5.4%。其中，水利管理业
投资增长 27.4%，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
23.7%，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18.5%。

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投资同比增长
3.8%，中部地区投资增长4.0%，西部地
区投资增长 1.0%，东北地区投资增长

3.4%。
分登记注册类型看，内资企业投资

同比增长 3.8%，港澳台企业投资增长
5.1%，外商企业投资下降15.8%。

据相关负责人解读称，今年以来，
各地区积极推进增发国债项目开工建
设，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基础
设施投资保持平稳增长。上半年，基础
设施投资同比增长5.4%，增速比全部投
资高 1.5 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1.2 个百分点。目前，2023 年增发国债
1.5万个项目已经全部开工建设。

随着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稳步实
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呈现较快增
长。在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带动下，上
半年，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7.3%，增速高于全部投资 13.4 个百分
点；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54.8%，
比一季度提高5.8个百分点。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不断显
现。

同时，“两重”项目加快下达、重大
项目建设提速也有利于带动投资增长。
上半年，计划总投资亿元及以上项目投
资同比增长8.4%，增速比全部投资高4.5
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4.5个百分
点。相关负责人表示，下阶段，要继续
着力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持续有力推进

“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加快
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扎实推动大规
模设备更新，实施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新机制。

全国建筑业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
房地产市场处在调整转型过程中

2024年上半年全国建筑业房屋建筑
施工面积110.4亿平方米，同比下降6.2%。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52529亿元，同比下
降10.1%。其中，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
面积696818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2.0%。

上半年，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
积 、 销 售 额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19.0% 、
25.0%，降幅比1—5月份收窄1.3、2.9个
百分点；房屋新开工面积、房地产开发
企业到位资金降幅也有所收窄。从住建
等相关部门了解的情况看，近几个月二
手房网签面积同比也有所增长，一线城
市 6 月份成交面积环比增长较快。同

时，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
程”积极推进，有利于构建房地产市场
发展新模式，也为投资扩张增添了动
力。上半年，房地产“三大工程”拉动
房地产开发投资0.9个百分点。目前房地
产相关指标仍在下降，房地产市场仍处
在调整转型过程中。

相关负责人表示，尽管国内外环境
复杂多变，但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既有量的增长，更有质的提升。下阶
段，将更好统筹稳增长和增后劲，统筹
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
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实施好宏观政
策，精准发力、持续用力、形成合力，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国 家 统 计 局 公 布 上 半 年 国 民 经 济 相 关 数 据

全国建筑业总产值138312亿元 同比增长4.8%

本报讯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
《2023 年全国工程勘察设计统计公报》（以
下简称《公报》），从企业总体情况、从业
人员情况、业务情况、财务情况、科技活动
情况5个方面，对2023年全国具有资质的工
程勘察设计企业基本数据进行统计。

2023年，全国共有29352个具有工程勘
察设计资质的企业参加了统计，同比增长
6.3%。其中，具有工程勘察资质的企业
3081个，占10.5%；具有工程设计资质的企
业26271个，占89.5%。

《公报》显示，2023年，具有工程勘察
设计资质的企业工程勘察收入1085.9亿元，
同比增长 0.8%；工程设计收入 5640.5 亿
元，同比增长0.2%；工程总承包收入45345
亿元，同比增长 0.6%；其他工程咨询业务
收入1070.5亿元，同比增长5.5%。

根据统计，2023 年，具有工程勘察设
计资质的企业年末从业人员482.7万人，同
比减少 1.1%。其中，从事勘察的人员 16.4
万人，同比增长 1.0%；从事设计的人员
107.7万人，同比减少0.9%。

年末专业技术人员240.7万人，同比增
长 2.2%。其中，具有高级职称人员 57.6 万
人，同比增长8.0%；具有中级职称人员87.4
万人，同比增长 3.4%；具有初级职称人员
62.4万人，同比减少0.2%；其他人员33.3万
人，同比减少5.2%。

业务情况方面，《公报》 显示，2023
年，具有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的企业工程勘察
新签合同额合计 1455.5 亿元，同比减少
2.3%；工程设计新签合同额合计 7290.5 亿
元，同比增长 0.2%；工程总承包新签合同
额合计71380.3亿元，同比增长8.5%；其他
工程咨询业务新签合同额合计1412.2亿元，
同比增长4.3%。

财务情况方面，2023 年，具有工程勘
察设计资质的企业工程勘察收入 1085.9 亿
元，同比增长 0.8%；工程设计收入 5640.5
亿元，同比增长 0.2%；工程总承包收入
45345亿元，同比增长0.6%；其他工程咨询
业务收入1070.5亿元，同比增长5.5%。

此外，2023 年，具有工程勘察设计资
质的企业科技活动费用支出总额为2952.5亿
元，同比增长 13.8%；企业累计拥有专利
54.2万项，同比增长14.4%；企业累计拥有
专有技术9.4万项，同比增长9.3%。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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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4 日，随着最后一方混
凝土浇筑完成，世界最大跨度四
主缆体系悬索桥主塔全部封顶，
标志着燕矶长江大桥建设取得重
大突破。下一步大桥将转入主缆
施工阶段，此次封顶的主塔位于
大桥北岸，也是全桥最高主塔。

燕矶长江大桥位于鄂黄长江
大桥下游6.5公里处，是鄂黄第二
过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桥
上层设计为高速公路，下层为城
市快速路。由于临近鄂州花湖国
际机场，考虑到塔高受限、航道
需求、生态红线以及桥位地质条
件影响等因素，大桥采用双塔单
跨设计并一跨过江，主跨 1860
米。桥塔仅设计为 195 米，比一
般同跨度悬索桥桥塔低 60 余米。
巨大的跨度配上相对低矮的主
塔，要求塔柱必须足够“粗壮”，
才能承受住巨大的压力。大桥北
岸主塔为超厚壁结构，采用外腔
八边形，内腔圆形的设计。主塔
标准段截面壁厚少则3.2米，多则
达到4.25米，是国内所有混凝土
桥塔中最大的壁厚。

燕矶长江大桥是湖北省内首
次采用主塔钢筋部品整体吊装工
艺的大桥。钢筋部品化施工将钢
筋绑扎、钢筋焊接、垫块安装、
预埋件安装等大量高空作业转为
地面作业，降低了安全风险、提
升了工程建造质量，作业更高效。

宗禾 图/文

燕矶长江大桥主塔全部封顶

7月15日上午，超大直径盾构机
刀盘顺利抵达接收工作井，至此，海
珠湾隧道实现双线贯通。

海珠湾隧道工程全长4.35公里，
设计为双管双向6车道，采用盾构隧
道的形式下穿密集建构筑物和珠江多
个水道。相关负责人介绍，“海珠湾

隧道是整个广州南站快速通道工程中
最关键的控制性工程，也是广州地区
首次采用超大直径盾构方式穿越珠江
水系，西线盾构机的顺利接收，标志
着广东省这一重点项目实现双洞贯
通”。

（魏星 吴媚苗）

海珠湾隧道实现双线贯通海珠湾隧道实现双线贯通

本报讯 长三角区域工程建设标准
一体化发展联席会议日前在南京召开。
会上发布了《首批长三角区域工程建设
标准编制计划清单》，并宣布启动建设长
三角区域工程建设标准平台。

会议指出，要围绕“一体化”和“高质
量”两个关键词，着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充
分发挥标准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中的
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会议还强调要坚持
上海龙头带动，江苏、浙江、安徽各省各扬
所长，有力有序推进《长三角区域工程建
设标准一体化发展工作方案》的落实。

会上，正式发布的 《首批长三角区
域工程建设标准编制计划清单》，指引三
省一市按照“充分协商、分别立项、共

同编审、各自报批、统一备案”的模
式，共编、共享工程建设标准，消除因
标准不同带来的区域壁垒，助力长三角
区域高品质城乡建设。

首批清单包括6部标准，涉及公共服
务与民生保障、绿色生态与可持续发
展、建筑产业现代化等领域。比如，三
省一市将共同编审 《区域绿道贯通标
准》，这是国内第一部跨省域绿道建设标
准，主要包括区域绿道的贯通选线、连
接设计等要求，适用于长三角区域省级
绿道规划选线，省级绿道之间连接段的
设计，旨在推动建设统筹衔接的区域绿
道，联通长三角绿道网络。

为满足不同的障碍类型人群乘行地

铁全过程中的需求，以“全民无障碍+全
程无障碍”为目标，三省一市将共编

《轨道交通无障碍设施建设技术标准》，
规范无障碍设施的系统性设计、无障碍
设施的配置要求、无障碍设施的设计要
求，这将是国内轨道交通领域第一部体
系化、精细化、扩展化三方面全面提升
的无障碍标准。

为引领建筑垃圾消纳处置行业的健
康发展，提升长三角区域建筑垃圾协同
治理和资源化利用水平，三省一市将编
制《建筑垃圾消纳处置技术标准》，规范
区域建筑垃圾治理的规划、处置场所建
设和运维管理、再生产品的生产与应用
等全过程、全生命周期管理。为规范长

三角区域装配式建筑职业技能培训、竞
赛等各项考核指标，有效提升从业人员
的操作水平，四地还将编制《装配式建
筑职业技能标准》。

即日起，长三角区域工程建设标准
平台启动建设。平台整合三省一市工程
建设标准资源，共享三省一市工程建设
工作动态、标准立项编制发布情况、专
家库建设、标准化工作信息等情况。三
省一市将合力打造国内引领、国际知名
的工程建设标准化高地，到2025年，建
立长三角区域工程建设标准一体化发展
机制，逐步完善长三角区域工程建设标
准储备库，发布一批高质量的长三角区
域工程建设标准。 （本报综合报道）

首 批 长 三 角 区 域 工 程 建 设 标 准 编 制 计 划 清 单 发 布

三省一市将共编国内首部跨省域绿道建设标准

本报讯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在吉林省长春市举办保障性住房建设、
城中村改造工作专题培训班 （第三期）。
此次培训班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城中村改
造的决策部署，详细解读配套支持政
策，交流推广典型经验，明确下一步工

作任务要求，指导督促地方有力有序有
效推进保障性住房和城中村改造工作。

培训班深入阐释了规划建设保障性
住房的重大意义，讲清具体工作要求和
需要注意把握的问题，强调有关城市要
落实好中央补助、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土地、配套金融和税费优惠等支持政

策，加快项目开工建设；各地要结合本
地区房地产市场情况，综合考虑保障性
住房实际需求、商品房市场库存水平等
因素，坚持以需定购，做好收购已建成
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工作，积极
争取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政策支持，推动
条件成熟的项目尽快落地；要按照“绿

色、低碳、智能、安全”的标准，在保
障性住房中全面开展好房子建设，打造

“好房子”样板，让人民群众的居住生活
更加舒适美好。

培训班进一步明确了城中村改造有
关工作要求，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积
极稳妥，优先对群众需求迫切、城市安
全和社会治理隐患多的城中村进行改
造，成熟一个推进一个，实施一项做成
一项，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
坚持依法征收、净地出让，切实保障好
村民合法权益，做好产业先行搬迁，并
把城中村改造与保障性住房建设结合
好；要加快项目开工建设，推动各项支
持政策尽快落地见效。 （簿鑫）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部 举 办 专 题 培 训 班

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城中村改造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