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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級公車改革
26個省份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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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財富傳媒集團昨日掛牌
新華社整合旗下財媒資源 打造權威財經信息旗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秦占國、孫琳 北京報道）由國務院批准設立的

中國財富傳媒集團昨日舉行掛牌儀式。這是新華社貫徹落實中央深化文

化體制改革重大部署，提升主流媒體在財經信息領域傳播力、影響力、

公信力的重要舉措，也標誌着新華社財經媒體資源的深度整合基本完

成，開始走上一體化、集約化發展道路。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
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司長徐善長昨日表示，2016年中央
和國家機關公車改革已全部完成。
徐善長在當日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目前已請第

三方評估機構對公車改革進行評估，有關評估報告將很
快上報，並在適當時機向社會通報。
2016年公車改革持續深入推進。地方公車改革除西
藏、新疆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外，其他省份省直機關車
改已全部完成。已有26個省份完成了地市級車改，近
20個省份完成了縣級車改。
他介紹說，中央和國務院直屬的11家事業單位車改

方案即將審核批覆。中央各部門所屬事業單位車改工作
順利推進，大部分部門所屬的事業單位車改方案已上
報，正在研究批覆過程中。國務院國資委監管的中央企
業車改方案均已批覆，共涉及105家中央直屬國有企
業。
徐善長說，2016年中國加快推進駐地方中央垂直管
理單位公車改革。目前，已有10個部門向中央車改辦
上報了批覆情況，共批覆196家駐地方二級垂管單位車
改方案。

新華社作為中國經濟信息服務的開創
者，歷來重視經濟信息服務。中國財

富傳媒集團是在《中國證券報》、《上海證
券報》、《經濟參考報》和新華出版社的基
礎上成立的，集納了新華社旗下優質的財經
媒體與出版資源，具有強大的資源優勢與規
模優勢。

加強解讀中央重大經濟決策
據了解，中國財富傳媒集團將加快資源整
合，統籌信息採集、編輯加工、渠道分銷、
品牌推廣等力量，優化業務佈局，打造權威
的「財經信息總匯」。加強同有關部門、專

業機構、高校智庫和企業等溝通聯繫，搭建
政府與市場、企業與客戶之間的交流合作平
台，匯聚多方資源，形成協同效應。
據介紹，中國財富傳媒集團將深化專業服

務，圍繞中央重大經濟決策部署，把握經濟
領域、資本市場的關注和需求，加強政策解
讀與數據分析，綜合運用多種媒體形式，推
出更多權威、專業、精準的財經報道，提供
更為豐富、快捷、實用的財經信息產品，覆
蓋多樣化人群和市場，滿足國內外用戶需
求。
中國財富傳媒集團還將創新業務模式。加

快集團數字化轉型步伐，搭建「中央廚房」

式信息生產平台，推出多類型信息服務終
端，構建新媒體平台矩陣。充分運用大數
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等技術，
開展數據分析、投資諮詢、信用評級等業
務，開發網上金融信息交換業務。探索資產
管理、投資理財等業務，開發證券、股權投
資等服務，培育事業發展新的增長點。

積極搶佔財經輿論陣地
新華社社長蔡名照在致辭中說，當前中國

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日益走近世界
舞台的中央，與世界經濟的交流互動越來越
頻繁。海內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關注度越來
越高，對中國財經信息的需求大幅增加。同
時，世界範圍內新興媒體突飛猛進推動信息
生產和傳播發生深刻變革，為財經媒體提供
了廣闊發展空間。
他說，新華社整合旗下財經媒體，攥指成

拳、形成合力，努力打造權威的財經信息旗
艦機構，積極搶佔財經輿論陣地，更好服務

經濟社會發展。中國財富傳媒集團將在鞏固
財經報道優勢基礎上向金融信息服務拓展延
伸，在鞏固媒體業態基礎上向金融領域拓展
延伸，在鞏固傳統傳播優勢基礎上向全媒體
傳播拓展延伸，形成以媒體為紐帶、以數據
交易為特色、以金融服務為支撐的業務新格
局，建設植根金融信息領域、服務資本市
場、引領財經輿論、具有強大市場競爭力和
國際影響力的現代財經傳媒集團。
《經濟參考報》創刊於1981年，被譽為

新中國財經第一報。《上海證券報》、《中
國證券報》與中國證券交易市場同步誕生、
共同成長，是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指定
的信息披露報紙，在銀行、證券、基金等領
域具有廣泛影響。新華出版社1979年成
立，已累計出版圖書1.2萬種，發行量2億
冊，每年出版財經類圖書數百種。
在掛牌儀式上，中國財富傳媒集團分別與

東方航空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銀河證券
股份有限公司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
廣東省十二屆人大五次會議昨日上午在廣
州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
書記胡春華等出席了會議，代省長馬興瑞
在會上做政府工作報告。

促進港與內地貿易自由化
馬興瑞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多項涉及

粵港合作的規劃內容。他表示今年廣東省
將投5,400億元人民幣推進港珠澳大橋、
深中通道等重點項目建設，並在報告中首
次提出了南沙粵港澳深度合作區（下稱
「香港園」）的建設目標，還就粵港澳青
年創新創業基地、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對
港資企業轉型升級的引導服務等方面做出
了規劃安排。有參與政策諮詢的專家稱，
「香港園」的建設將促進香港與內地貿易
自由化的加深，並在金融創新、跨境消費
等領域發揮正面效果，也有香港政協委員
提出在南沙規劃香港專業服務產業園等建
議。
廣州「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曾提出，將
在南沙劃出10平方公里的樞紐區塊用於
建設「香港園」這塊面積約為前海自貿區
1/3的區域，將打造成粵港生產性服務業
發展基地。而此前，特首梁振英也在新發
佈的施政報告中指出，南沙粵港深度合作
區的規劃，充分吸納了香港的概念、經驗
和意見，合作區的重大交通設施建設已全
面啟動。

專家：政府管理也要創新
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教授張光南在接受記

者採訪時表示，「香港園」的建設，是在
南沙自貿區的基礎上進行更大範圍的先行
先試。「通過貿易自由化來推廣政策創
新，可以促進香港與內地經濟更加自由的
交流合作」。他認為，政府負面清單的管
理模式，給予了入駐企業更大自由度，體
現了商業存在，自然人流動和跨境消費三
個層面的效果。「人才和貨物的流動會帶
來資金流動，而資金流動又會產生金融創
新、金融產品多元化、跨境消費和跨境結
算等正面效果。」張光南介紹。
張光南還強調，「香港園」在未來的規

劃中，應該注意重點推進貿易自由化，投
資便利化，營商環境國際化和法制化。他
也提醒，在制度更加開放的同時，也需要
更加清晰地界定政府責任，政府管理要隨
之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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