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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苏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营业收入
（百万美元）

305884.5

171668.8

163037

138270.4

99019.6

79478.3

54889.5

46137.8

42522.2

39257.7

38019.4

34735.3

31304.1

本报讯 日前，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推动解决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根据有关工作部
署，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从即日起面向社会
征集十个方面的问题线索和意见建议：

一是有关地方和单位以备案、注册、年检、认
定、认证、指定、要求设立分公司等形式设定或变相
设定民营企业准入障碍等方面的问题。

二是有关地方和单位将政务服务事项转为中介服
务事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在政务服务前要求企业自行
检测、检验、认证、鉴定、公证或提供证明等方面的问题。

三是有关地方和单位未经公平竞争授予经营者特
许经营权，限定经营、购买、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
商品和服务等方面的问题。

四是有关地方和单位出台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

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政策方面的问题。
五是有关地方和单位违背政府诚信、不兑现承诺

等方面的问题。
六是有关地方和单位以内部人员变更，履行内部

付款流程，或在合同未作约定情况下以等待竣工验收
批复、决算审计等为由，拒绝或延迟支付中小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款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七是有关地方和单位在保护民营企业产权、企业
家权益方面存在的问题。

八是有关地方和单位涉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
派方面的问题。

九是其他不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
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的问题。

十是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建议。
（荆杰）

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公开征集阻碍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问题线索

本报讯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8月
4 日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
改革委副秘书长、综合司司长袁达在
介绍“打好宏观政策组合拳，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时表示，将会同
有关方面不折不扣落实好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持续谋划研究一批针对性更强、
力度更大的储备政策，根据形势变化
及时分批出台实施。

据介绍，这些政策主要包括积极
扩大国内需求、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推
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深化改
革开放、切实保障改善民生、防范化解
重点领域风险6个方面。

其中，在积极扩大国内需求方面，
实施好恢复和扩大消费的系列政策，
促进汽车等大宗消费，大力激发民间
投资活力，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
102项重大工程及其他经济社会发展
重大项目。延续实施支持交通基础设
施项目建设、促进二手车消费等阶段
性政策。同时，在更好满足居民刚性
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积极扩大有效投
资等方面加强政策储备，不断释放超
大规模市场潜力。

此外，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方面，系统谋划、精准施策，稳妥处置化
解房地产、地方债务、金融等领域风险
隐患，大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
障能力。延续实施支持“保交楼”工作、
帮助处置不良资产等阶段性政策。同
时，在防范化解内外部风险挑战等方
面加强政策储备，牢牢守住不发生系
统性风险的底线。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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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财富》 中文网于 8 月 2
日与全球同步发布了2023年《财富》世
界 500 强排行榜，中国共有 142 家公司
上榜，其中 13 家中国工程建筑企业上
榜。

今年《财富》 世界500强排行榜企
业的营业收入总和约为41万亿美元，比
2022 年上涨 8.4%。进入排行榜的门槛
（最低销售收入）也从286亿美元跃升至
309亿美元。但是，受全球经济下行影
响，今年所有上榜公司的净利润总和同
比减少6.5%，约为2.9万亿美元。

从上榜公司的总数来看，中国共有
142家公司上榜，数量继续位居各国之
首；美国今年共计136家公司上榜，形
成双头并进的局面，在企业数量上共同
领先全球其它国家和区域。

中国建企地位稳固
继续包揽行业前六

今年全球共有17家工程与建筑类企
业入围500强，中国建企继续包揽工程
与建筑行业排行榜的前六名。中国建筑
集团有限公司以约3058亿美元的年营收

位列世界500强第13位。
在工程与建筑行业榜单中，中国建

筑股份有限公司继续位居全球建筑企业
榜首，第2-6位分别是中国铁路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太平洋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法国万喜集团、法国布伊
格集团、日本大和房建集团与西班牙
ACS 集团、分别位列行业榜第 7、9、
14、 15 位 。 第 8、 10、 11、 12、 13、
16、17位分别为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苏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建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建筑集团
有限公司、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成都
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全球范围
内，中国工程与建筑类企业占据稳固的
业界地位，呈现出明显优势与强劲实
力。

近年来，中国工程建筑类企业的上
榜数量逐年上升，2019年上榜数量为8
家，2020年上榜数量为9家，2021年上
榜数量为 10 家，2022 年上榜数量为 12

家，今年上榜数量再次攀升至13家，处
于持续增长的态势。

1家中国建企首次上榜
超八成建企排名下降

聚焦建设领域，工程与建筑类上榜
中国企业为13家，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347亿美
元的营业收入首次荣登世界500强，排
名第432位。

今年上榜的中国建企中，除中国能
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排名上升13位、蜀
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排名上升 24
位，其余10家企业排名均有不同程度的
下降。换言之，在可计算位次升降的12
家企业中，八成的企业在排行榜中的位
次下降。

近年来，中国企业连续领跑世界
500强榜单，彰显了中国经济的实力与
潜力。但也要看到，在盈利能力等方
面，上榜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与部分
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企业仍存在一定差
距。未来，还需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发
展的质量和效益。 （孟竹）

2023 年 《财富》 世界 500 强排行榜揭晓

1313家中国工程建筑企业上榜包揽行业前六席位家中国工程建筑企业上榜包揽行业前六席位

由长江设计公司-中交二航局联合
体承建的国内规模最大的调水主题博
物馆—南水北调博物馆项目主体建筑
日前封顶。

该项目位于有着“中国水都、亚
洲天池”之称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
心水源区—湖北省丹江口市的城区右
岸，紧邻丹江口大坝，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纪念园和沧浪海旅游港。项目占
地面积约120亩，建筑面积33996平方
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主展馆、附属

展馆及室外展区，以及生态停车场 2
个，绿化面积11898平方米。

南水北调博物馆设计方案以“均
州楚韵”为主题，结合古均州造城理
念及静乐宫宫殿结构，提取高台基，
深出檐，美山墙，巧构造，精装饰，
红黄黑六大风格特征，加以凤纹，纹
饰等风格点缀，体现荆楚韵味，恢宏
大气。对称的中轴线采用的是古朴的
荆楚形制，宽敞的高柱门廊，庄严的
轮廓布局让参观者梦回均州，感受厚

重的楚风文化。
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工程纪

念、地域文化特色于一身的国内规模
最大的国家级调水主题博物馆，系统
展示南水北调工程建设成就、生态保
护效果、移民群众奉献精神和文化遗
产保护成果，歌颂甘于奉献、勇于担
当、善于克难的南水北调精神。

通讯员 曾奇奇 黄伟锋 康浩浩
摄影报道

南水北调博物馆项目主体建筑封顶南水北调博物馆项目主体建筑封顶

本报讯（记者 徐敏）为做好新形势下新闻宣传工
作，打造建筑行业优质通讯员队伍，8月4日，2023年
度《建筑时报》全国通联工作会议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
浩特市召开。来自十多个省、市建筑行业协会领导，以
及多地建筑业企业的宣传干部等百余位代表，聚焦建筑
业改革发展的新任务、新课题，分享媒体融合形势下进
一步做好宣传、通联工作的心得与体会。会上表彰了
23位2023年度全国通联工作优秀组织者和268位全国
优秀通讯员。

会上，主办方建筑时报社总编辑余凯凯，协办方内
蒙古自治区建筑业协会副会长、秘书长杨晓刚分别致
辞。中国建筑业协会综合办副主任贾伟，江苏省建筑行
业协会秘书长蔡杰，安徽省建筑业协会副会长、秘书长
马丽，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办副主任、综合事
务部副总经理、党委宣传处副处长、企业文化处副处长
刘超，浙江省建筑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陆松祥，上海市
绿色建筑协会副秘书长张俊，宁夏建筑业联合会副秘书
长、监事会负责人赵建林，上海市金属结构行业协会副
秘书长叶佳人等领导出席会议，并为2023年度全国通
联工作优秀组织者和优秀通讯员颁发奖状。

作为中国建筑业的产业报，《建筑时报》密切聚焦
产业政策、行业热点，正确把握舆论导向，积极承担起
行业媒体的社会责任。余凯凯在致辞中介绍，多年来，

报社从多个维度开展了各类行业先进评选活动，为展现
建筑业各方面人才提供平台，挖掘闪光点，树立榜样，
助力传播正能量，从而全方位地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今后将继续加强通联体系建设，整合资源形成宣传合
力，推进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发展，为各地行业协
会、企业提供更为丰富的信息发布和共享平台，为把

《建筑时报》打造成中国建筑行业最具影响力的新型产
业媒体而努力。

杨晓刚在致辞中向受表彰的优秀组织者和优秀通讯
员表示祝贺。他同时指出，作为行业的媒体，《建筑时
报》是各地建筑业协会、建筑企业的对外宣传的一个重
要窗口，为建筑业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极的舆论引导
作用。祝愿《建筑时报》发挥好舆论宣传和人才队伍优
势，把报刊办得更好、更具特色。

建筑时报社运营总监孙贤程在会上作了 《2022-
2023年建筑时报社通联工作》主题报告，回顾上一年
度的通联工作情况，并提出今后通联工作的具体思路。
他总结说，过去一年，报社坚持正确的政治舆论导向，
围绕重大主题开展特色报道，彰显行业媒体社会责任；
把握行业脉搏，创新策划报道形式和内容，发挥主流媒
体影响力；发挥融合传播效应，加速数字化转型，强化
融媒体传播力；通联工作效果显现，为行业进步提供有
效服务的意识进一步加强。他表示，下一阶段，报社将

大力倡导内容生产的“走出去”和“请进来”，即倡导
和鼓励记者编辑到新闻事件的现场去“生产”，同时增
加向业内外专家、新闻当事人约稿的力度，以及增加企
业通讯员来稿的采用比例。

会上，《建筑时报》 还分别与安徽省建筑业协会、
河南省建筑业协会、深圳建筑业协会、大连市建筑业协
会、武汉建筑业协会、杭州市余杭区建筑行业协会、上
海金属结构行业协会签署年度战略合作协议。

8月5日，会议还组织参会代表参观由兴泰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承建的内蒙古大学纪检监察学科和重大科研平
台基础建设项目。图为会议现场 摄影 记者 时永庆

发挥产业媒体引导力 传递行业发展正能量

20232023年度年度《《建筑时报建筑时报》》全国通联工作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全国通联工作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

本报讯 交通运输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
今年以来持续扩大交通运输有效投资，一批交通重大
工程项目建设不断刷新进度，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
立体交通网加快构建，为扩内需、稳增长、惠民生提
供有力支撑。

一是发挥中央资金撬动作用。上半年交通运输部
会同财政部累计安排中央车购税资金3049.4亿元支持
地方公路水路建设，带动交通项目加快建设。

二是加快项目审批。今年以来，对前期工作条件
成熟的124个公路水路重点项目出具工可批复文件或
资金安排意见，涉及总投资5013亿元。批复18个重
点公路项目设计方案，涉及总投资2235亿元。

三是强化项目协调调度。加强对交通强国重大工
程、国家公路省级瓶颈路段、川藏铁路配套公路等重
点项目跟踪指导和督促协调，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据介绍，综合枢纽建设方面。重庆东站上半年完
成投资47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63%；厦门北高铁
站目前站房内外部装饰装修全部完成，预计在今年9
月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已基
本实现国际班列每天一班开行，初步形成“交通＋物
流＋产业”运产贸一体化发展格局。

公路建设方面。上半年，全国新开工高速公路和
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项目170个、5750公里，项目总投
资3626亿元；京雄高速北京段京雄大桥合龙，为年
内京雄高速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深中通道沉管
隧道顺利完成最后管节及最终接头的浮运安装，海底
隧道实现高精度合龙；黄茅海通道海上主塔全部封
顶。

水运项目建设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动工建设，安
徽引江济淮航运工程正加快向今年 10 月份全面通航
目标迈进，上海洋山港深水港区小洋山北作业区
集装箱码头及配套工程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加快
推进，海南洋浦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扩建工程开
工。还有一批项目通过了竣工验收，如长江上游九龙
坡至朝天门河段、中游宜昌至昌门溪段、下游芜裕河
段的航道整治工程竣工验收并正式投入运行；京杭运
河浙江段三级航道实现全线通航等，为促进有效投资
打下坚实基础。 （宗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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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央行网站消息，8 月 1
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召
开 2023 年下半年工作会议。对于下半
年的工作，在涉及房地产方面，会议指
出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重点
包括落实好“金融16条”、精准实施差
别化住房信贷、引导房贷利率和首付比
下降、调整存量房贷利率。

此次会议明确了下半年的6项主要
工作，涉及货币政策总定调、外汇市场
稳定、房地产健康发展、金融风险化
解、金融国际合作、金融服务水平提升
等内容，其中房地产是唯一提及的产业
经济，体现金融部门对于房地产行业的
大力支持。

在涉及房地产方面，此次会议指
出，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落
实好“金融16条”，延长保交楼贷款支
持计划实施期限，保持房地产融资平稳
有序，加大对住房租赁、城中村改造、
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金融支持力度。

今年以来，央行在继续落实“金融

16 条”政策方面，主要包括延长“金
融 16 条”有关政策适用期限，支持民
营房企发行债券；加大保交楼金融支持
力度。尤其是延长“金融 16 条”政策
引起广泛关注。7月10日，中国人民银
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
延长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有关政策期限的通知》，其中对“金融
16 条”中涉及房企存量融资以及商业
银行发放的专项借款配套融资这两条政
策进行延期。

此外，纵观金融对于房地产的支持
中，除了常见的租赁住房、保障性住房
外，城中村改造也赫然在列。而城中村
改造也是最近的热点政策。7月21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超大
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
导意见》。7月28日，超大特大城市积
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工作部署电视电
话会议在北京召开。如今，央行从金融
端提出对于城中村改造的支持，无疑将
加速这一工作的推动。 （段文平）

涉房内容列入央行下半年工作重点

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