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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新华网依据《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
定〉学习辅导百问》，制作
三中全会《决定》系列名
词卡片，和大家一起来深
入学习领会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本期名词是

“专精特新”。

每日问答学习《决定》

读 《 决 定 》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
地位，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
军企业机制，加强企业主导
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建立企
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支持企
业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
攻关任务。构建促进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
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研
发投入，提高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比例。鼓励和引导高
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
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
中小微企业使用。

——摘自《中共中央关
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
的“ 四、构建支持全面创新
体制机制”

解 名 词

专精特新是专业化、精
细化、特色化、创新能力强的
简称。“专”，即专业化，强调
顺应产业分工，聚焦细分领
域，心无旁骛、坚守主业、深
耕细作。“精”，即精细化，强
调企业管理精细精益、产品
服务精致精良、技术工艺精
益求精。“特”，即特色化，强
调技术、工艺和产品等有自
身独特优势，掌握“独门绝
技”。“新”，即创新能力强，强
调以创新为企业生存和发展
的根本，持续开展组织创新、
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加大创
新投入，提升创新能力。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以专注铸专
长，以配套强产业，以创新赢
市场，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
韧性和竞争力的关键环节，
是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
子”问题的重要力量，是发展
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有力支撑。

内容摘自《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
问》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推
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这
是党中央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
动国有经济更好服务国家战略目标、有
力支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部署。

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是
纵深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
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内在要求，
是增强国有经济战略使命功能、充分
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主导作用
的重要途径，关系公有制主体地位的
巩固，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关
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新时代国资国企改革，国
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取得重要
进展，国资国企改革取得重大成就。
产业布局不断完善，进一步向重要行
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区域布局不断优
化，更好服务区域重大战略实施；战略
性重组、专业化整合取得重要进展，国
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不断提高。国
资国企改革在许多领域发生了一系列

根本性、转折性、全局性重大变革，对经
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
改善等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要看到，
当前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与新时代新征
程上国有企业承担的重要使命还不相
适应，一些国有企业功能定位不清，战
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相对滞后，创新能力
和服务支撑能力不足，资源要素配置效
率不高，制约了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
全支撑作用的发挥。此外，部门间统
筹协调不够、合力发挥不充分，国有企
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不健全，影响了
结构优化调整的实施和成效。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面
临新的战略环境、新的战略任务，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
更好发挥国有经济战略使命功能，进
一步强化国有经济支撑作用，进一步
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明晰国有企
业功能定位，推动国有经济更多投向
保障国家安全、支持科技进步、关系国
计民生、提供公共服务等服务国家重
大战略领域，有利于强化国有经济核
心功能；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推动
国有企业把有限资源集中到核心业务
和擅长领域上，有利于提升资源配置

的效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优化国
有经济布局结构，促进充分竞争领域
国有资本市场化流动，有利于构建高
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
整，要坚持调整存量结构，优化增量投
向，推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优化配置，
确保国有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
的合理增长。一是围绕增强核心功能、
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
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
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
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
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二是
建立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指
引制度，动态发布指引目录，明确国有
资本重点投资领域和方向，增强指引
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适时开展效果
评估。三是完善国有企业主责主业管
理，进一步明晰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功
能定位，厘清国有企业主责功能和主
业标准，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
制度安排，引导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主
业。四是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
司改革，建立充分竞争领域国有资本市
场化流动机制，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重
组和专业化整合。五是完善管理监督
体制机制，增强各有关管理部门战略协
同，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
度，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
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 据新华社

《决定》提出：“促进各种所有制经
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这是坚持和完
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落实

“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促进各种所
有制经济发展壮大的重大战略部署。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发表了一系
列重要论述，多次强调坚持“两个毫不
动摇”，为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提
供了根本遵循。党中央出台一系列支
持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文件，
我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取得显著成效。与此同时，公有制经
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相
互取长补短、深化合作，逐步形成产业
协作、协同创新的发展格局。同时要
看到，公有制经济布局和结构还不够
优化，效益效率仍然不高，一些公有制
企业主责主业不突出、功能定位不清
晰，监管机制有待完善；非公有制经济
发展也面临一些挑战，许多非公有制
企业管理水平不高、内部治理规范性
不足，企业营商环境需要提升改善；促
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
展的体制机制仍不健全，有效实现形
式仍有待探索完善。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
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
多的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对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提
出新的更高要求。促进各种所有制经
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有利于增强公
有制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进一步
巩固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有利于鼓
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破
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
障碍，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更
好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稳定增长、促进
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作用；有利
于推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
互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形成各种所有
制经济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发展格
局。

按照《决定》要求，促进各种所有
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需要着力
抓好几方面工作：一是引导全社会正
确全面认识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发
展。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
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
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二者不是
相互排斥、相互抵消，而是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在优势互补、互促互进中共
同发展壮大。要加大理论研究和宣
传，坚决抵制、及时批驳“国进民退”、

“民营经济离场论”等质疑社会主义基
本经济制度、否定和弱化非公有制经
济的错误言论和做法。二是优化各种
所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度环境。从
法律和制度上把平等对待各种所有制
经济的要求落实下来，使各种所有制
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
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健
全支持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举
措，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加强政策协调
性，及时回应企业关切和诉求。三是
更好发挥公有制经济主导作用，更加
有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加
强和改进公有制经济管理，推动公有
制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更好履
行战略使命功能，更好发挥科技创新、
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完善促进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体制机制，加
大政策支持力度，不断提升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活力和质量。四是加强各种
所有制经济协同合作。支持各种所有
制企业围绕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创新链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在合
作中实现互促互进，共同发展。完善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鼓励和引导
各类企业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
制度，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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