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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2 月 26 日

电   （记者欧阳洁）记者从

25 日 至 26 日 召 开 的 全 国

粮食和物资储备工作会议

上获悉：今年新季秋粮收

购 进 度 快 、购 销 活 、库 存

增。截至目前已累计收购

新季秋粮超 3700 亿斤，较

上年同期快 10% 左右。

南方地区中晚稻收购

已接近尾声，东北和华北

地区玉米收购进入春节前

农户售粮高峰。从监测情

况看，各类主体购销活跃，

东北地区玉米深加工企业

开工率保持在 90% 左右，

基本满负荷生产。玉米商

品库存稳步增加，同比增

长 30% 以上。

据介绍，今年全年粮

食 收 购 量 保 持 在 较 高 水

平，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

策性收储，持续优化为农

为企服务，畅通农民售粮

渠道，今年粮食收购量预

计 8400 亿斤左右，连续两

年稳定在 8000 亿斤以上。

中晚稻上市以来，先

后在河南、江苏、黑龙江和

安徽 4 省启动最低收购价

执行预案，共布设收储库

点 228 个，总仓容 1136 万

吨，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

价 稻 谷 100 多 亿 斤 ，较 好

满足了农民售粮需求，稳

定了市场预期。

我 国 积 极 推 进 京 津

冀 、长 三 角 、粤 港 澳 等 区

域 粮 食 应 急 保 障 中 心 建

设。截至目前，全国粮食

应 急 保 障 企 业 达 6.8 万

家，粮油应急日加工能力

170 多 万 吨 ，粮 食 应 急 保

障能力得到稳步提升。

优 质 粮 食 工 程 建 设

取得明显成效。2021 年，

财政部、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联合印发《关于深

入 推 进 优 质 粮 食 工 程 的

意 见》，聚 焦 粮 食 绿 色 仓

储 、品 种 品 质 品 牌 等“ 六

大提升行动”。“六大提升

行 动 ”实 施 以 来 ，统 筹 财

政资金 350 多亿元，优质

粮油标准体系逐步健全，

粮 食 质 量 安 全 检 验 监 测

体 系 能 力 有 效 提 升 ，粮

机 装 备 技 术 创 新 工 作 稳

步 推 进 ，粮 食 应 急 保 障

体 系 更 加 完 善 ，节 粮 减

损 和 健 康 消 费 成 效 明

显 。 2023 年 入 统 粮 食 企

业 实 现 工 业 总 产 值 4.16
万 亿 元 。 全 国 已 实 现 低

温 准 低 温 储 粮 仓 容 2 亿

吨 ，应 用 气 调 储 粮 技 术

仓 容 超 5500 万 吨 。 各 地

打 造 优 质 粮 食 区 域 公 用

品 牌 近 40 个 ，向 消 费 者

持 续 推 介 特 色 优 质 粮 油

产 品 超 过 3800 款 ，切 实

提 高 市 场 优 质 粮 油 产 品

供给，加快推进粮食产业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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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2 月 26 日电   （记者孙

秀艳）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今年 10
月，31 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

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跨统筹区

共济，截至 12 月 9 日，各地共济范围均

已由“配偶、父母、子女”扩大至近亲属，

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

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参

保人可通过线上途径绑定近亲属关系，

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共济。

今年 1—11 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共济 3.25 亿人次，比 1—10 月增长 0.42
亿人次；共济金额 444.53 亿元，比 1—

10 月增长 75.45 亿元。

从共济地域看，同一统筹区内共济

3.00 亿人次，共济金额 393.17 亿元；省

内跨统筹区共济 2536.01 万人次，共济

金额 51.36 亿元。

从共济用途看，用于支付在定点医

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的医疗费

用 343.08 亿元，用于支付在定点零售药

店发生的个人负担的费用 20.72 亿元，

用于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等的个人缴费

74.80 亿元。

9 月份进入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

后，9 月、10 月、11 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用于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等的个人缴费

金额分别达到 12.28 亿元、27.51 亿元、

30.21 亿元。其中，1—11 月河北用于居

民参保的共济金额达 8.30 亿元，河南

7.66 亿元，浙江 4.86 亿元，山东 4.79 亿

元，湖南 4.77 亿元，位居前五位；此外，

贵州、陕西、山西等人口规模不足 5000
万的省份，用于居民参保的共济金额也

超过了 3 亿元。

2021 年，国办印发文件，将职工医

保个人账户使用范围从职工本人，扩大

到其参加基本医保的“配偶、父母、子

女”；今年，国办再次印发文件，进一步

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亲属的范围

由“配偶、父母、子女”扩大至其参加基

本医保的近亲属。

各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范围均扩至近亲属
前 11 个月共济金额近 445 亿元

河南郑州启动第二批配售型保

障 性 住 房 公 开 配 售 工 作 ，精 装 修 交

付 ，每 套 房 源 配 备 一 个 车 位（使 用

权）；广东深圳启动 7 个保障性租赁住

房项目配租工作，租金按照市场参考

租金的 60% 确定……今年以来，各地

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建设筹

集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保障性租赁住

房、公租房共计 172 万套（间），一大批

新市民、青年人、农民工住房问题得

到解决。

保障性住房分为配售型和配租

型两大类，住房城乡建设部和有关部

门加强统筹谋划，指导各地一手抓配

售型保障性住房供给，加快解决工薪

收入群体的住房困难；另一手抓配租

型保障性住房供给，以“一张床、一间

房 、一 套 房 ”等 多 样 化 、多 元 化 的 方

式，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

住房问题。

筹集房源的方式分为两种，一种

是新建，一种是购买符合条件的商品

房用作保障性住房。江苏苏州鼓励

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社会主

体购买商品住房用于职工租住；重庆

今年全年将完成收购签约 8000 余套，

统筹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

……不少地方推进收购存量商品房

用作保障性住房。浙江工业大学中

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虞晓芬

认为，在确保项目融资收益平衡的基

础上，用好专项债收购存量商品房用

作保障性住房政策，能够有效消化商

品 房 库 存 ，促 进 房 地 产 市 场 供 需

平衡。

着力解决困难群众的住房问题，

各地将继续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筹

集和供给。

抓规划编制。坚持以需定建、以

需定购，结合本地区经济能力、房地

产市场状况和各类困难群体住房需求，因地制宜编制保障性

住房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将保障性住房优先安排在交通便

利、公共设施较为齐全的区域，促进实现职住平衡。

抓项目建设。落实好财税、土地、金融等支持政策，加快

计划建设项目的开工和建设进度，加强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尽

早开展配租、配售，让群众早日入住。同时，结合各地房地产

市场情况，积极推进收购已建成的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

房工作。

抓“好房子”样板，各地已经确定了一批保障性住房示范

项目，按照“绿色、低碳、智能、安全”的要求开展“好房子”建

设，不断提升保障性住房的品质，努力让群众住得健康、住得

安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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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汉东西湖区地铁时代常青城 C6 栋，是

一处保障性住房项目所在地。

冬日午后，记者来到这里探访。走进样板间，

阳光透过窗子暖暖地洒向屋内，棕色的地板搭配

白色的书桌、茶几，温馨感扑面而来。

“这套房子大概 40 平方米，各类生活设施配

套齐全。”武汉安居保障性住房有限公司有关负责

人王瑾介绍，C6 栋 25 层至 27 层均是保障性住房，

计划年内开始试运营。

今年 7 月，武汉市国资委出资成立武汉安居

保障性住房有限公司，负责筹集市场已建成未出

售商品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为做好首批房源

的收购和配租，公司对存量商品房市场进行了细

致考察。

“目前收购的主要是小户型，一居室为主。”王

瑾说，收购前，会重点考虑房子的地理位置、周边

配套、附近交通设施等情况。“以常青城 C6 栋为

例，这里离最近的地铁站只有几百米，附近便利

店、商场、餐馆齐全，生活便捷，尤其受到年轻租客

欢迎。”

确定了收购目标，资金从哪来？

今年 5 月，中国人民银行提出设立 3000 亿元

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

格收购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配售型或配租

型保障性住房。随后，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

组织金融机构，了解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具体项目

清单，加快投放符合条件的住房租赁团体购房贷

款和保障性住房收购贷款。

“我们推动武汉市出台保障性住房收购管理

办法、租赁管理办法和资金监管细则等配套制度，

为金融机构投放贷款创造前置条件。”中国人民银

行湖北省分行宏观审慎管理处处长郑艺介绍，他

们还指导银行机构优化服务，提高贷款审批效率，

按保本微利原则支持存量商品房收购。

对于常青城 C6 栋这些存量商品房的收购，中

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启动金融方案。“成立了工

作专班，开启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绿色通道，优先受

理、专人对接授信审批。”分行营业部客户经理胡

莨靓介绍，9 月，他们为安居公司收购项目完成了

贷款的申报及审批，最终发放贷款 1983 万元。

“为确保资金合理妥善使用，我们定期到项目

现场了解施工进度。”胡莨靓说，房屋投入市场后，

还要跟进房屋的租赁收益情况。

对 安 居 公 司 而 言 ，完 成 房 屋 收 购 只 是 第 一

步。“从水、电、气到墙壁，我们会全面整修收购房，

还会配备冰箱、洗衣机等基本设施设备。”王瑾介

绍，装修风格以浅色为主，家具电器主打轻巧实

用，全部使用环保材料，整体看起来简洁明朗。

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房屋都已装上了电子

门锁。“我们综合考虑市场行情、相关政策等因素，

确定租赁价格和承租方式。租客可以通过 APP
线上看房，1 分钟就能在线签约、获取门锁密码，

完成自助签约入住。”王瑾说，租户退租后，房屋的

密码会被重置，确保入住安全，房屋内部设施也会

根据使用和折损情况，及时修补更新。

包括常青城 C6 栋项目在内，安居公司首批推

进试点项目共三处。截至目前，建行湖北省分行

等金融机构分别为武汉市国有企业收购的多个项

目提供贷款授信 27.5 亿元，发放贷款 3.4 亿元，支

持地方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相关项

目预计可为武汉市提供配租型保障性住房 2100
余套。

数据来源：住房城乡建设部

制图：蔡华伟

湖北武汉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

“这里离最近的地铁站只有几百米”
本报记者   吴   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处置存量商品房工

作”“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住房问题，既是民生

问题也是发展问题。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一

举两得：既有利于解决保障性住房供给相对不足的问题，

也有助于消化存量商品房。这项政策推进情况如何？怎

样落地实施？记者近日走访调研，一探究竟。

——编   者   

■经济新方位R

本报北京 12 月 26 日电   （记者刘

志强）国家统计局 25 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 ：2024 年 全 国 棉 花 播 种 面 积 4257.4
万 亩 ，比 上 年 增 加 75.2 万 亩 ，增 长

1.8%；单产 144.8 公斤/亩，比上年增加

10.4 公斤/亩，增长 7.8%；产量 616.4 万

吨，比上年增加 54.6 万吨，增长 9.7%。

全国棉花播种面积增加。分地区

看，新疆棉花播种面积 3671.9 万亩，比

上年增加 117.9 万亩，增长 3.3%。今年

新疆棉花目标价格保持较高水平，植棉

预期收益稳定，棉农种植积极性较高，

面积增加较多。其他棉区受比较效益

偏低、种植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棉花

面积总体呈缩减趋势。其中，长江流域

棉区播种面积 302.1 万亩，比上年减少

4.9 万亩，下降 1.6%；黄河流域棉区播种

面积 246.3 万亩，比上年减少 38.7 万亩，

下降 13.6%。

全国棉花单产提高。分地区看，新

疆棉花自播种以来，光温水充足，整体

气象条件利于棉花生长发育，长势明显

好于上年，尤其是在采摘期新疆晴好天

气 多 ，有 利 于 提 高 棉 花 产 量 和 品 质 。

2024 年，新疆棉花单产 154.9 公斤/亩，

比 上 年 增 加 11.0 公 斤/亩 ，增 长 7.6%。

其他棉区中，长江流域棉区今年农业气

象条件与上年相当，植棉技术提高、品

种优化，棉花单产稳中有增，棉花单产

73.2 公斤/亩，比上年增加 1.8 公斤/亩，

增长 2.5%；黄河流域棉区前期高温干

旱，后期降雨较多，棉花生产略受影响，

单 产 83.7 公 斤/亩 ，比 上 年 减 少 0.1 公

斤/亩，下降 0.2%。

在播种面积增加和单产提高的共

同 带 动 下 ，全 国 棉 花 产 量 实 现 增 长 。

2024 年，全国棉花产量 616.4 万吨。其

中，新疆棉花产量 568.6 万吨，比上年增

加 57.4 万吨，增长 11.2%；长江流域棉

花产量 22.1 万吨，比上年增加 0.2 万吨，

增长 0.8%；黄河流域棉花产量 20.6 万

吨，比上年减少 3.3 万吨，下降 13.7%。

2024年全国棉花产量同比增长 9.7%

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

建设筹集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保障性租赁

住房、公租房共计172万套（间）

今年以来

一大批新市民、青年人、农民工住房问题
得到解决

保障性住房分两大类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主要解决工薪收入群体
等的住房困难

配租型保障性住房
主要解决新市民、青年人
等群体的住房问题

筹集房源
有两种方式  

新建

购买符合条件的
商品房

2023 年末，全国共有从事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 3327.0 万

个 ，比 2018 年末增长 52.7%；全国第二

产 业 和 第 三 产 业 法 人 单 位 从 业 人 员

42898.4 万 人 ，比 2018 年 末 增 长 11.9%
……国务院新闻办 12 月 26 日举行新闻

发布会，介绍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

有关情况。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新兴产业拔节生长

“普查全面摸清了我国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家底，普查结果显示，5 年来我

国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务院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

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说。

普查主要数据包括单位情况、从业

人员情况、资产负债和营业收入情况、

数 字 经 济 核 心 产 业 情 况 、新 兴 产 业

情况。

5 年间 ，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

2023 年末，全国共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企 业 法 人 单 位 291.6 万 个 ，从 业 人 员

3615.9 万人。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 48.4
万亿元。

5 年间 ，我国新兴产业拔节生长 。

2023 年末，全国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

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9.6 万

个，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活动的规模以

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6.2 万个。全国

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

单 位 5.3 万 个 ，2023 年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22.5 万亿元；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

业法人单位 6.5 万个，2023 年实现营业

收入 15.7 万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新兴服务业为扩

大就业提供了新机遇。”国家统计局国

民 经 济 综 合 统 计 司 负 责 人 王 冠 华 表

示 ，从 第 五 次 全 国 经 济 普 查 的 数 据 来

看，2023 年末，数字经济助推信息服务

业快速发展带来了相关行业的从业人

员增加，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 业 从 业 人 员 比 2018 年 末 增 加 507
万人。

“ 这 次 普 查 统 筹 开 展 了 投 入 产 出

调查，新增了数字经济等调查内容，积

极 采 用 新 技 术 新 方 法 ，全 面 采 集 了 第

二、第三产业的单位情况，摸清楚了第

二、第三产业‘家底’，更好掌握国民经

济行业结构，为全面客观总结评估‘十

四五’规划执行情况、科学制定‘十五

五 ’规 划 以 及 中 长 期 发 展 规 划 提 供 了

重 要 支 撑 。”国 家 统 计 局 副 局 长 蔺

涛说。

规模总量、结构优化
等方面呈现积极变化

“ 与 第 四 次 全 国 经 济 普 查 结 果 相

比，我国经济发展在规模总量、结构优

化、创新驱动、安全保障、绿色转型等方

面都呈现出诸多积极变化，展现出稳固

的基础、强大的韧性和巨大的潜能。”康

义说。

基础更牢。 2023 年国内生产总值

已经接近 130 万亿元，经济总量稳居世

界第二。产业发展的基础进一步夯实，

普查结果显示，2023 年末，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法人单位数比 2018 年末增长了

52.7%，法人单位的资产总计增长 57.4%。

结构更优。2023 年，第三产业增加

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56.3%，比

2018 年提高了 2 个百分点以上；制造业

保持较快发展，2023 年末，全国制造业

企业法人单位达到 404.8 万个，比 2018
年末增长 23.8%，制造业法人单位的资

产总计达到 151 万亿元，增长 41.7%；区

域协调发展实现新提升，2023 年末，中

部、西部地区拥有第二和第三产业法人

单位占全国的比重分别比 2018 年末提

高了 1.4 个、0.6 个百分点。

动能更足。企业的创新研发势头

强劲，创新成果大量涌现，2023 年，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发明专利申请

量比 2018 年增长了 65.1%；科技创新赋

能产业转型升级，产业高端化发展步伐

加快，2023 年末，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

人 数 量 占 规 模 以 上 制 造 业 的 比 重 比

2018 年末提高了 2 个百分点，高技术服

务业企业法人数量占规模以上服务业

的比重超过 1/4。

安全保障更强。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 加 大 ，安 全 可 靠 的 国 内 生 产 供 应 体

系 进 一 步 完 善 ，2023 年 ，我 国 制 造 业

增加值规模连续 14 年位居全球首位，

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产量较快增长；

能 源 供 应 充 足 ，2023 年 ，原 煤 产 量 达

到 47.2 亿 吨 ，原 油 产 量 达 到 2.1 亿 吨 ，

发电量达到 9.5 万亿千瓦时；粮食安全

有 力 保 障 ，中 国 人 的 饭 碗 端 得 更 稳

更牢。

可持续性更好。新能源产业蓬勃

发 展 ，我 国 新 能 源 汽 车 产 业 已 领 跑 全

球，2023 年，太阳能电池（光伏电池）、风

力发电机组产量分别达到 6.5 亿千瓦、

1.4 亿 千 瓦 ，比 2018 年 分 别 增 长 了 4.9
倍、7.4 倍；生产生活方式更绿色，天然

气、水核风光电等清洁能源消费比重不

断提高，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

支撑。

国家统计局普查中心主任何平表

示，在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第五次全

国经济普查数据质量较高，填报综合差

错率为 4.7‰，数据质量符合控制标准。

工业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态势明显

工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主体，也是

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的中坚力量。

5 年来，我国工业经济量增质升，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态势明显。

制造业向高端化迈进。5年来，以装

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高端

产业加快发展，推动工业结构不断优化升

级。2023 年末，全国共有规模以上装备

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法人单位分别达到

19.2 万 个 、5.3 万 个 ，比 2018 年 末 增 长

44.5% 和 57.4%，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比

重提高 3.5个和 1.8个百分点；规模以上装

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法人单位营业收

入比 2018年增长 36.8%、43.1%，明显高于

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

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5 年来，我

国积极推进数实融合，大力促进数字产

业化、产业数字化，云计算、物联网、人

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日新月

异，不断赋能工业经济发展。2023 年，

我国已有半数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在生产经营各环节使用数字技术。

绿色化转型持续发力。我国不断

推进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加大清洁低

碳改造，大力发展绿色生产力，更多绿

色技术、绿色产品走向市场，并逐步形

成优势产业，既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康义介绍， 按照国民经济核算制度

和国际通行做法，国家统计局利用第五

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和有关部门资料，

并同步实施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服务核算

方法改革，对普查年度（2023 年）国内生

产总值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 2023 年

国内生产总值为 129.4 万亿元，比初步核

算数增加 3.4万亿元，增幅为 2.7%。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新增数字经济等调查内容，结果显示—

创新势头强劲  结构持续优化
本报记者   王云杉

本报北京 12 月 26 日电   （记者林

丽鹂）为推动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机制，

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进一步

规范横向经营者集中审查，增强经营者

集中审查工作透明度，提升经营者对反

垄断执法机构评估经营者集中竞争影

响的预期，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横

向经营者集中审查指引》。

据介绍，指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垄断法》《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

申报标准的规定》《经营者集中审查规

定》等制定，采用条文与案例相结合的

方式，共 12 章、87 条，包含案例 29 个，

既立足我国经营者集中审查实践经验，

又与国际通行并购审查规则接轨，科

学、合理、完整地反映了横向经营者集

中的审查框架、竞争分析思路和竞争影

响评估因素等内容，积极回应了审查实

践中经营者反映较多的问题、部分重点

复杂问题及并购审查领域新问题。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文件

进一步规范横向经营者集中审查

■权威发布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