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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收支呈现基本平衡格局

“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
击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外汇管理部门结
合疫情防控更加突出服务实体经济、推进改
革开放和防范化解风险，维护了外汇市场平
稳运行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对于 2020 年
外汇管理工作，此次会议作出了总结。

具体来看，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公布了
2020年三季度及前三季度国际收支平衡表正
式数。“2020 年前三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
差1687亿美元，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 之
比为 1.6%，继续处于合理均衡区间。”国家
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
示，总体看，预计2020年全年我国国际收支

将继续呈现总体稳定、基本平衡的格局。
银行结售汇方面，王春英介绍了最新数

据：“2020 年 11 月份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
健，跨境收支交易趋于自主平衡。银行结售
汇顺差30亿美元，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顺差
4 亿美元，显示当前外汇市场交易理性有
序，跨境资金流动总体均衡。”

主要渠道跨境资金流动有增有减、合理
分化。2020年11月，在海关进出口顺差增长
带动下，货物贸易结售汇顺差同比增加55亿
美元；服务贸易结售汇逆差同比收窄56亿美
元，继续保持低位；跨境双向直接投资保持
活跃，资金净流入规模与上年同期基本持
平；股票项下双向投资基本稳定，其中“陆
股通”渠道外资净买入 A 股 579 亿元人民
币，“港股通”渠道居民净买入H股601亿元

人民币。
王春英指出，当前，外汇市场运行平稳

有序，跨境资金流动双向均衡，但新冠肺炎
疫情发展和外部环境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金融机构和企业要树立“风险中性”意识，
管理好经营风险。

打击外汇领域违法违规活动

为维护外汇市场健康良性秩序，去年以
来，外汇局加强外汇市场监管，严厉打击跨
境赌博所涉资金非法买卖行为、通过地下钱
庄非法买卖外汇行为。

日前，外汇局通报了10起非法买卖外汇
用于跨境赌博典型案例，涉及金额超 600 万
美元。数据显示，2020年，外汇局累计通报

4批共40起跨境赌博资金非法转移案例。
地下钱庄方面，2020年以来，外汇局积

极配合公安机关，持续加大打击地下钱庄和
查处交易对手工作力度，破获地下钱庄70余
个，查处钱庄交易对手案件1700余起，处罚
没款超 5 亿元人民币，有效压缩地下钱庄生
存空间。

“地下钱庄为贪污、走私、贩毒、涉赌、
恐怖融资等上游犯罪的资金非法跨境转移提
供通道，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秩序，危害金融
安全与稳定。”外汇局相关负责人指出，从通
报的案例可以发现，违规资金运作手法隐蔽
多样化，多采用境内外资金对敲的方式，通
过地下钱庄完成资金非法汇兑和跨境转移。

在部署 2021 年外汇管理重点工作时，
2021 年全国外汇管理工作电视会议明确提

出，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地下钱庄、
跨境赌博等外汇领域违法违规活动，维护外
汇市场健康秩序。

促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

阻隔外部冲击风险的同时，外汇领域改
革开放不断深化。外汇局介绍，2020年，扩
大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 （QFII/RQFII） 投资额度限制，简化境
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常态化发放合格
境内机构投资者 （QDII） 额度。

2021年怎么做？此次会议提出，以金融
市场双向开放为重点，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
目开放。完善境外机构境内发行股票、债券
资金管理，推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资
试点，改革外债登记管理，促进跨境投融资
便利化。扩大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促
进贸易新业态发展。建设开放多元、功能健
全的外汇市场，支持金融机构推出更多适应
市场需求的外汇衍生品。

在管理方面，会议强调，完善外汇市场
“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
以加强宏观审慎为核心改善跨境资本流动管
理，以转变监管方式为核心完善外汇市场微
观监管。完善以风险评估为导向的分类管理
信用体系建设。加强非现场监管能力建设。

“此外，完善中国特色外汇储备经营管
理。坚持市场化原则，前瞻性的做好战略配
置，动态优化投资组合。保障外汇储备资产
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会议强调，夯实外
汇管理基础工作。深入研究“十四五”时期
外汇管理改革思路，推进“数字外管”和

“安全外管”建设，完善国际收支统计体系，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外汇局召开2021年全国外汇管理工作电视会议

防范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风险
本报记者 邱海峰

加强外汇形势监测评估、引导金融机构

和企业坚持风险中性原则、打击外汇投机行

为……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召开的2021年全

国外汇管理工作电视会议作出上述部署。会

议提出，防范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风险是2021

年外汇管理重点工作之一，将密切关注疫情

等外部冲击影响，加强市场预期管理和宏观

审慎管理，避免外汇市场无序波动。

近年来，位于河南省
信阳市光山县产业集聚区
的辰龙茶叶扶贫车间将茶
叶远销到多个“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助力中
国茶叶“走出去”。图为
1月10日，工人正在生产
摩洛哥客户订购的绿茶。

谢万柏摄
（人民视觉）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
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
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破除唯论
文、唯学历、唯资历、唯奖项倾向，
进一步打通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
才职业发展通道。

《意见》 的出台，有着深厚的现
实背景。2018 年以来，人社部在天
津、上海、江苏、广东等 13 个省市
开展了高技能人才职称评审试点，已
有 1826 名高技能人才取得职称，试
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在试点过程
中，各地也陆续反映两类人才仅在工
程领域贯通，受益面窄；高技能人才
参评标准与工作实际结合不够，参评
职称渠道还不够通畅，企业积极性有
待进一步提高等问题。

针对此，《意见》 进一步破除唯
论文、唯学历、唯资历、唯奖项倾
向，强化技术技能贡献，突出工作业
绩，充分体现两类人才特点。在保持
两类人才贯通条件大体平衡的基础
上，适当向高技能人才倾斜。

具体说，对高技能人才参加职称

评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点支
持举措：

扩大贯通领域，解决高技能人才
“能参评”的问题。《意见》提出，以
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系列职称评
审为工作重点，将贯通领域扩大为工
程、农业、艺术、体育、工艺美术、
文物博物、实验技术、技工院校教
师等职称系列。同时，支持符合条
件的高技能人才取得经济、会计、
统计、审计、翻译、出版、通信、
计算机技术与软件等的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资格。

需要说明的是，贯通以上述8个
职称系列为主，其他系列中有一定技
术含量的高技能人才也可申报职称评
审。对新兴职业、新兴领域，各地
区、各部门也可在职业分类基础上，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贯通办法，明
确高技能人才参加职称评审的专业对
应关系。

淡化学历要求，解决高技能人才
“评得上”的问题。调研中发现，学
历是高技能人才申报职称的主要障
碍。因此，《意见》 明确提出，不将

学历作为硬性条件，具备高级工以上
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的技能人
才，均可参加职称评审。也就是说，
高技能人才取得职业资格，达到相应
的工作年限即可申报职称评审。工作
年限沿用 2018 年试点的条件，两类
人才保持大体平衡，适当向高技能人
才倾斜。

在淡化学历的基础上，强化技能
贡献。《意见》 强调，高技能人才参
加职称评审坚持弘扬工匠精神，突出
职业能力和工作业绩，注重评价科技
成果转化应用、执行操作规程、解决
生产难题、参与技术改造革新、工艺
改进、传技带徒等方面的能力和贡
献。技能竞赛获奖情况、行业工法、
操作法、完成项目、技术报告、经验
总结、行业标准等创新性成果均可作
为职称评审的重要内容。

建立绿色通道，解决高技能领军
人才“评得快”的问题。《意见》 指
出，对为国家经济发展和重大战略实
施作出突出贡献，具有绝招、绝技、
绝活，并长期坚守在生产服务一线岗
位工作的高技能领军人才，采取特殊
评价办法，建立职称评审绿色通道。
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
担任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
享受省级以上政府特殊津贴的高技能
人才，或各省 （区、市） 人民政府认
定的“高精尖缺”高技能人才，可直
接申报评审正高级或副高级职称，不
需要逐级晋升。

“《意见》的出台，对于打破专
业技术职称评审与职业技能评价界
限，拓宽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搭
建两类人才成长立交桥，促进两类人
才融合发展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高技能人才职称评审

学 历 不 再 是“ 刚 需 ”
本报记者 李 婕

近年来，河北省
唐山市丰润区综合职
业技术教育中心与全
国 40 多家企业签订
合作协议，实行“订单
式”人才培养，提高学
生就业率。图为日前
该中心飞机维修专业
教师在给学生上课。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近日，在位于浙江省
金华市的金华花木之窗温
室大棚内，商户忙着管
护、搬运、包装新鲜花
卉，备足货源迎接即将到
来的新春销售旺季。图为
商户在搬运蝴蝶兰。

时补法摄
（人民视觉）

满园春色
备货忙

近日，随着贵州省
贵阳市低温雨雪天气持
续加强，南方电网贵州
贵阳息烽供电局组织工
作人员对线路开展特
巡，全力保障居民用电
需求。图为该局工作人
员正在测量线路上的覆
冰情况。

邓 涛摄
（人民视觉）

特巡
保供电

近年来，山东省东
营市垦利区积极发展现
代农业，引进品种打造
380 亩“无花果小镇”，
建成综合性农业产业融
合示范园。图为近日游
客在垦利区黄河口镇小
高村的大棚采摘区采摘
无花果鲜果。

刘崇顺 王磊摄
（人民视觉）

采摘
无花果

本报北京1月10日电（记者李婕） 长江商学院日
前在京发布最新 《投资者情绪调查报告》。报告显示，
投资者情绪继续回暖，这一乐观表现来自投资者对中
国经济基本面的信心和对有效防控风险的积极预期。

调查显示，受访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增强。本
期约 53%的受访者认为未来中国 GDP 增速能超过 5%，
比上期提高了 8.2 个百分点。报告同时指出，今年以
来，中国经济快速回暖，疫情防控取得积极成效，改
革开放不断深化，都为增强投资者信心提供了支撑。

据介绍，该报告是对中国资本市场投资人情绪和预
期的调查，基于中国13个重要城市的大样本抽样展开，
调查预计每季度进行一次，目前已完成9次。

本报北京1月10日电（记者汪
文正） 记者从 1 月 8 日召开的全国
税务工作会议上获悉，2020 年，中
国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 2.5 万亿
元，全年组织税收收入 （已扣除出
口退税） 13.68 万亿元，同比下降
2.6%，比财政预算安排的目标高0.8
个百分点。

2020 年，各级税务部门办理出
口退税 1.45 万亿元，组织社保费收
入 3.81 万亿元，非税收入 6316 亿
元；为 399 万户纳税人办理延期缴
纳税款292亿元，实现90%的涉税事
项、99%的纳税申报业务网上办、
线上办、掌上办。同时，个税首次
汇算平稳实施，社保费征收职责划

转顺利完成，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
化改革分批在多地新办纳税人中开
展试点并平稳运行。

会议研究了“十四五”时期税
收改革发展思路，部署了 2021年重
点任务。国家税务总局党委书记、
局长王军作工作报告。会议要求，
2021 年，全国税务系统要更好发挥
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
性、保障性作用，为保持经济运行
在合理区间、实现“十四五”良好
开局作出新贡献。

本报北京1月10日电（记者王俊岭） 记者日前从国
家开发银行了解到，2020年国开行在湖北地区新增人民
币贷款645亿元，本外币贷款新增规模同比翻一番，全年在
湖北地区新发放人民币贷款平均利率同比下降0.75%。

据介绍，在贷款投放上，国开行聚焦重点领域和薄
弱环节，会同湖北省建立“补短板、稳投资”工作机
制，先后发布三批重大项目“白名单”，有力支持了郑万高
铁、武阳高速、襄阳汉江生态保护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

为缓解疫情影响造成的企业阶段性还款压力，国开
行还运用调整结息周期、变更还款计划等方式，支持了
177 个本息偿付暂时存在困难的湖北地区客户，涉及项
目401个。

2020年新增减税降费超2.5万亿元

报告显示投资者情绪持续回暖 国开行在鄂新增贷款规模翻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