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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12日下午以视频方式出
席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
发表主旨讲话。

习近平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
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
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
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
昆明《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
约方大会为未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
护设定目标、明确路径，具有重要意
义。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
体。

习近平强调，人与自然应和谐
共生。我们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地球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
是经济财富，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潜
力和后劲。我们要加快形成绿色发
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双赢，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
地球家园。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发

展蒙上阴影。面对恢复经济和保护
环境的双重任务，我们要加强团结、
共克时艰，让发展成果、良好生态更
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构建世界
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

习近平强调，我们处在一个充
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为了我
们共同的未来，我们要携手同行，开
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第一，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
协调人与自然关系。要解决好工业
文明带来的矛盾，把人类活动限制
在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对
山水林田湖草沙进行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

第二，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助力
全球可持续发展。要建立绿色低碳
循环经济体系，把生态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效
益。加强绿色国际合作，共享绿色
发展成果。

第三，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要心系民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实现保护环境、发展
经济、创造就业、消除贫困等多面

共赢，增强各国人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第四，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
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要践行真
正的多边主义，有效遵守和实施国
际规则。设立新的环境保护目标应
该兼顾雄心和务实平衡，使全球环
境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合理。

习近平指出，中国生态文明建
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将持续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定不移贯彻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
理念，建设美丽中国。

习近平宣布，中国将率先出资
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
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
性保护事业。中方呼吁并欢迎各方
为基金出资。

习近平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
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
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
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
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
体系。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中国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
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一系列支
撑保障措施，构建起碳达峰、碳中
和“1+N”政策体系。中国将持续推
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大力
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沙漠、戈壁、荒
漠地区加快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
伏基地项目。

习近平最后强调，人不负青
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
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让我们携
起手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
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
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
丽的世界！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
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于 10月 12日
在昆明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行，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俄罗斯总
统普京、埃及总统塞西、土耳其总
统埃尔多安、法国总统马克龙、哥
斯达黎加总统阿尔瓦拉多、吉尔吉
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巴布亚新几
内亚总理马拉佩、英国王储查尔斯
等以视频方式出席。

习近平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
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强调

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2 日电 近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
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大学生是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生力军，支持大学生创新
创业具有重要意义。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创
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提升人
力资源素质，实现大学生更加充分更
高质量就业。

《意见》提出，要深化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
才培养全过程，建立以创新创业为导
向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强化高校教
师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能力和素养培
训，改革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加强
大学生创新创业培训，打造一批高校
创新创业培训活动品牌。完善中国国
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可持续发展机制，鼓励各学段学生积
极参赛。坚持政府引导、公益支持，支
持行业企业深化赛事合作。

《意见》明确，要加强大学生创新
创业服务平台建设，优化大学生创新
创业环境。校内各类创新创业实践平
台面向在校大学生免费开放。鼓励各
类孵化器面向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

开放一定比例的免费孵化空间。提升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带动作
用，深入实施创业就业“校企行”专项
行动。完善成果转化机制，做好大学
生创新项目的知识产权确权、保护等
工作，加快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
向的分配政策。加大对创业失败大学
生的扶持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
索建立大学生创业风险救助机制。加
强大学生创新创业信息服务，及时收
集国家、区域、行业需求，为大学生精
准推送行业和市场动向等信息。加强
宣传引导，总结推广各地区、各高校
的好经验好做法。

《意见》提出，要加强对大学生创
新创业的财税扶持和金融政策支持。
加大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资
金支持力度。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
策，做好纳税服务，强化精准支持。鼓
励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商业可持续
原则对大学生创业项目提供金融服
务，解决大学生创业融资难题。引导创
新创业平台投资基金和社会资本参与
大学生创业项目早期投资与投智。

《意见》要求，教育部要会同有关
部门加强协调指导，督促支持大学生
创新创业各项政策的落实。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积极研究
制定和落实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
政策措施，及时帮助大学生解决实际
问题。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

进一步支持大学生
创新创业

新华社昆明10月12日电（记者
胡 璐）中国国家公园是以保护具有
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
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
理利用的特定陆域或海域。12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以视频方式出席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时
指出，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
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
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
23 万平方公里，涵盖近 30%的陆域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近年来我国国家公园发展进程
明显加快，离不开持续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国内大环境。而此时正式
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也是中国进

一步加大力度，推进自然生态保护、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切实行动。

第一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体
现了高起点和严要求，向着建立系
统的国家公园体系迈出了坚实步
伐。第一批国家公园，一个共同点是
都具有典型的生态功能代表性，如
三江源国家公园主要保护青藏高原
重要生态功能区；大熊猫国家公园、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守护着大熊猫、
东北虎、东北豹等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以及以这些旗舰物种为伞护种
的重要生态系统；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则主要保
护热带、亚热带重要森林生态系统。

与一般意义上单纯供游览休闲
的公园不同，国家公园属于全国主

体功能区规划中的禁止开发区域，
纳入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管控范
围，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加快构建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
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
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
园体系，就是把最应该保护的地方
保护起来，努力以最大尺度空间实
现可持续发展。

严格保护，并不是不要科普和游
憩，而是一切都要在有效保护的前提
下进行。对于老百姓来说，国家公园
的设立，为人们提供了更好的科普、
教育和游憩场所。国家公园的社区群
众，更是可以从国家公园的生态效益
中获益，逐步走出可持续发展之路。

历经多年探索，我们迎来了第
一批国家公园，还有更多的国家公
园在路上。未来我国将有步骤推进
国家公园建设，分阶段设立更多国
家公园，构建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在这个过程中，
生态保护是首要功能，任何时候都
不能偏离这条主线。

第一批国家公园设立是新起
点。在多年试点中，我们在生态修
复、体制机制等方面都积累了不少
经验，但也存在一些挑战，一些地方
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仍然尖锐。要继
续探索如何更科学发挥国家公园的
多种功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
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让国家公园
守得住绿水青山、对得起子孙后代。

第一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将带来怎样的期待？
新华热评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记者
任沁沁）公安部12日发布最新统计数
据，截至 2021年 9月，全国机动车保
有量达 3.90 亿辆，其中汽车 2.97 亿
辆；全国机动车驾驶人 4.76亿人，其
中汽车驾驶人4.39亿人。

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新注册登
记机动车2753万辆，同比增加436.3万
辆，增长18.83%。其中，一季度新注册登
记机动车966万辆，同比增长67.31%；
二季度新注册登记机动车904万辆，同
比增长8.19%；三季度新注册登记机动
车883万辆，同比下降2.29%。

截至 9月，76个城市汽车保有量
超过 100万辆，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7个。其中，汽车保有量超过 200万辆
城市 34个；超过 300万辆城市 18个，
依次是北京、成都、重庆、苏州、上海、
郑州、西安、武汉、深圳、东莞、天津、
杭州、青岛、广州、石家庄、宁波、佛
山、临沂。北京汽车保有量超过600万
辆，成都、重庆汽车保有量超过500万
辆，苏州、上海、郑州、西安汽车保有
量超过400万辆。

全国载客汽车保有量为 2.56亿
辆。其中以个人名义登记的小微型载
客汽车（私家车）达2.37亿辆。载货汽
车保有量达3242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10.91%。从新注册登记情况看，2021
年前三季度，全国新注册登记载客汽

车1666万辆，同比增加319.9万辆，增
长23.76%；全国新注册登记载货汽车
334 万辆，同比增加 37.9 万辆，增长
12.80%。

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678万
辆，占汽车总量的2.28%。其中纯电动
汽车保有量 552万辆，占新能源汽车
总量的 81.53%。从新注册登记情况
看，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新注册登
记新能源汽车 187.1万辆，同比增加
119.9万辆，增长178.49%。其中，三季
度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76.7万辆，
同比增加46.6万辆，增长154.71%。

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 4.76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数量为 4.39

亿人，占驾驶人总数的 92.14%。从新
领证人数看，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
新领证驾驶人数量2672万人，同比增
加 739.4万人，增长 38.26%；其中，三
季度新领证驾驶人 972万人。从驾驶
人年龄看，26 至 50 岁的驾驶人 3.37
亿人，占70.85%；51至60岁的驾驶人
6699万人，占14.07%；60岁以上的驾
驶人1714万人，占3.60%。

2021年三季度，为做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工作，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继续
大力推行31项交管业务“足不出户”网
上办。全国网上办理补换领驾驶证行
驶证、发放临时号牌等业务2356.6万
次，同比增加544.4万次，增长30.04%。

3.90亿辆 4.76亿人

公安部发布最新全国机动车和驾驶人数据

新华社记者安 蓓

国家发展改革委 12 日发布通
知，部署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
价市场化改革。我国将在保持居民、
农业用电价格稳定的同时，有序放开
全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扩大市
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推动工商
业用户都进入市场。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长万
劲松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此次改革，在“放开两头”即放开发电
侧上网电价、用户侧销售电价方面取
得重要进展，标志着电力市场化改革
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放开两头”取得重要进展

万劲松说，按照电力体制改革
“管住中间、放开两头”总体要求，
此次改革，在“放开两头”方面均取
得重要进展，集中体现为两个“有
序放开”。

在发电侧，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
电上网电价。我国燃煤发电电量占比
高，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在发电侧上网
电价形成中发挥着“锚”的作用。目
前，已有约70%的燃煤发电电量通过
参与电力市场形成上网电价。此次改
革，明确推动其余30%的燃煤发电电
量全部进入电力市场，这将进一步带
动其他类别电源发电电量进入市场，
为全面放开发电侧上网电价奠定坚
实基础。

在用电侧，有序放开工商业用户
用电价格。目前，大约 44%的工商业
用电量已通过参与市场形成用电价
格。此次改革，明确提出有序推动工
商业用户都进入电力市场，按照市场
价格购电，取消工商业目录销售电
价。尚未进入市场的工商业用户中，
10千伏及以上的工商业用户用电量
大、市场化条件好，全部进入市场；其
他工商业用户也要尽快进入。届时，
目录销售电价只保留居民、农业类
别，基本实现“能放尽放”。

通知同时明确，对暂未直接从电
力市场购电的用户由电网企业代理
购电，代理购电价格主要通过场内集
中竞价或竞争性招标方式形成。鼓励
地方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用电
实行阶段性优惠政策。

万劲松说，改革的核心是真正建
立“能跌能涨”的市场化电价机制。从
当前看，改革有利于进一步理顺“煤
电”关系，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从
长远看，将加快推动电力中长期交
易、现货市场和辅助服务市场建设发
展，促进电力行业高质量发展，支撑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服务能源绿色低
碳转型，并将对加快推动发用电计划
改革、售电侧体制改革等电力体制其
他改革发挥重要作用。

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
浮动范围

通知明确，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
下浮动范围。将燃煤发电市场交易价

格浮动范围由现行的上浮不超过
10%、下浮原则上不超过 15%，扩大
为上下浮动原则上均不超过20%，高
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
20%限制。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副司长、
一级巡视员彭绍宗说，这有利于更好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让电价更灵活反
映电力供需形势和成本变化，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燃煤发电企业经营困难、
激励企业增加电力供应，抑制不合理
电力需求，改善电力供求状况，更好
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明确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
不受上浮20%的幅度限制，有利于引
导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多上浮
一些，这样可以更加充分地传导发电
成本上升压力，抑制不合理的电力消
费；也有利于促进高耗能企业加大技
术改造投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
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他说。

对物价水平影响总体有限

此次改革将对工商业用户用电
成本和物价水平产生哪些影响？

彭绍宗说，全面放开燃煤发电上
网电价，扩大上下浮动范围，在电力
供需偏紧的情况下，市场交易电价可
能出现上浮，在一定程度上推升工商
业企业用电成本。但分用户类别看，
对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规定其
不受上浮 20%限制，就是要让用电
多、能耗高的企业多付费。其他工商
业用户，单位产品生产用电少，用电
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比总体较低，市场
交易电价出现一定上浮，企业用电成
本会有所增加，但总体有限。

他说，考虑到不同用户的情况，
围绕此次改革作了针对性安排：一是
各地根据情况有序推动工商业用户
进入市场，并建立电网企业代理购电
机制，确保平稳实施；二是鼓励地方
通过采取阶段性补贴等措施对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行优惠；三是继
续落实好已经出台的支持民营企业
发展、中小微企业融资、制造业投资
等一系列惠企纾困措施。

彭绍宗说，此次改革特别强调要
保持居民、农业用电价格稳定，对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没有直接影
响。如果市场交易电价上浮，会一定
程度推高企业特别是上游生产企业
用电成本，对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有一定推升作用，但改革措施
有利于改善电力供求状况，更好保障
企业用电需求，促进企业平稳生产、
增加市场供给，从总体上有利于物价
稳定。总体看，此次改革对物价水平
影响有限。

通知明确，居民（含执行居民电
价的学校、社会福利机构、社区服务
中心等公益性事业用户）、农业用电
由电网企业保障供应，执行现行目录
销售电价政策。彭绍宗说，改革实施
后，居民、农业用户将和以往一样购
电用电，方式没有改变，电价水平也
保持不变。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我国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
市场化改革

建立“能跌能涨”的
市场化电价机制

10月12日，毕业生在招聘会上了
解岗位信息。

当日，2022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
季校园招聘会在上海建桥学院举行，
招聘人数25000多人。

新华社记者刘 颖摄

2022届上海高校毕业生
秋季校园招聘会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