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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4月4日电（记者
齐志明）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日前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
获悉：目前国内小麦库存充足，国
家积极释放出明确的调控政策信
号，小麦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2020 年夏粮上市以来，小
麦市场价格“高开高走”，总体
与 2018 年基本持平；但小麦消
费数量和结构呈现“食用稳、饲
用增、总量增”的特点。受玉米
价格上涨影响，小麦饲用量明显
增加，并创历史新高。

“这种变化短期内利于消化
超期储存小麦，对口粮安全影响
有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首席
分析师王晓辉在会上表示。

国内小麦市场供需形势如

何？产量总体增加。我国小麦常年
产量在 1.25—1.35 亿吨，年度之
间面积波动不大，主产区主要集
中在黄淮海地区。2020 年国内小
麦总产量 1.34 亿吨，同比增加
65.5万吨，处于历史较高水平。

进口用于调剂。近20年我国
小麦年度进口量在4.3万吨（2008
年）—838 万吨（2020 年）之间大
幅波动，平均进口量（2000—2020
年）265 万吨。2020 年进口 838 万
吨，创入世以来最大进口量。

饲用波动较大。我国小麦需
求主要包括食用需求、工业需求
和饲用需求。食用需求相对稳
定，数量在 9000 万吨左右；工
业需求主要以小麦为原料生产淀
粉 、 酒 精 、 酿 酒 等 ， 数 量 在

1000 万吨左右。饲用消费受小
麦品质、玉米与小麦价差等因素
影响，年度之间波动较大，近
20 年 在 700—3500 万 吨 之 间 波
动，年平均1382万吨。

多年平衡有余。小麦市场总
体 平 衡 有 余 ， 根 据 2015/16—
2019/20 年度产需结余情况可大
体判断，正常年景我国小麦产需
结余量在1500万吨左右。

王晓辉说，2020/21 年度出
现“产不足需”既有玉米价格上
涨刺激小麦饲用增加，也有国家
主动消化超期储存小麦的原因。

小麦保供稳市的物质基础
坚实。在种植面积方面，黄淮
海和西北地区小麦种植面积有
所恢复，预计比上年增加300多

万亩。单产方面，春节后北方
冬麦区气温偏高，利于冬小麦
安全越冬和萌动返青；降水明
显增加，有利于增墒蓄墒，利
于冬小麦生长。

王晓辉说，今年新小麦面积、
单产和产量有望实现“齐增”，丰
收在望。

随着天气转暖，江苏省海安
市隆政街道联合村俞万家庭农场
的小麦长势良好，进入拔节抽穗
的关键时期。当地村民抢抓农
时，利用植保机对小麦进行防病
害作业，为夏粮增产增收打下基
础。图为联合村村民对小麦进行
防病害作业。

姜 明摄 （人民视觉）

小麦市场平稳有序运行小麦市场平稳有序运行小麦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本报北京4月4日电（记者孔德晨） 市
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国家标准物质专项监
督检查方案》，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在今
年3月到10月开展国家标准物质专项监督检
查，进一步加强国家标准物质监督管理，全
面摸清国家标准物质研制和生产机构的设
施、人员和分析测量仪器设备等情况，深入
排查国家标准物质量值和质量安全风险。

国家标准物质是指用于统一量值的标准
物质，包括计量器具等。《方案》针对研制、生
产过程中的高风险因素和共性问题，重点聚
焦生产设施、技术人员状况、分析测量仪器设
备、实验室条件、标准物质技术指标、保障统
一量值需要的供应能力和措施等六方面。

国家标准物质研制和生产机构要严格按
照法律法规以及有关计量技术规范要求，全
面开展自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监管
力度，严格查处国家标准物质研制和生产机
构销售超过有效期的标准物质、编造假冒国
家标准物质证书或编号等行为。对检查发现
的问题，责令有关机构限期整改并验收，经
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
理。同时，要积极主动靠前服务，深入了解
国家标准物质研制和生产机构面临的实际困
难和政策诉求，加大相关法律法规和计量技
术规范宣贯解读，积极开展技术帮扶，鼓励
相关单位参加国家标准物质研制和生产方面
的培训，建立相应管理体系。

国家标准物质专项监督检查展开

本报北京4月4日电（记者邱海峰） 中
国期货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
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成交额同比大幅增长。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期货市场累
计成交量为18.49亿手，累计成交额为141万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9.86%和83.08%。

今年一季度，上海期货交易所成交量、
成交额同比分别增长 59.27%和 129.95%；上
海国际能源中心成交量、成交额同比分别增
长226.28%和166.29%；郑州商品交易所成交

量 、 成 交 额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58.43% 和
174.81%；大连商品交易所成交量、成交额
同比分别增长29.30%和62.07%；中国金融期
货交易所成交量、成交额同比分别增长
21.38%和21.61%。

从品种上看，PTA、螺纹钢、豆粕等商
品期货品种位列成交量前三，一季度累计成
交量均超过 1 亿手；沪深 300 股指期货成交
额 13.58 万亿元，为一季度累计成交额之
冠，白银期货累计成交6.9万亿元紧随其后。

期货市场一季度成交同比大幅增长

本报北京4月4日电（记者葛孟超） 记
者 2日从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外汇局近日
发布《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推进个人
经常项目外汇业务便利化的通知》，在现行
个人外汇管理政策保持不变的前提下，进一
步便利个人经常项目外汇业务办理。

通知主要内容包括：推出新版《个人购汇
申请书》，进一步优化填报项目和方式，提高
填报效率；优化留学购付汇、薪酬结售汇等个
人部分经常项目连续性、周期性业务的办理
流程；要求银行建立个人经常项目特殊外汇
业务处置制度，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

则，办理个人真实合法经常项目外汇业务。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

春英介绍该通知出台背景时说，外汇管理部
门系统评估 《个人购汇申请书》 填报情况，
研究提出优化方案，并在总结前期留学购付
汇、薪酬结售汇等个人外汇业务便利试点成
功经验的基础上，拟将相关政策在全国推广
实施。

王春英表示，外汇局将继续深化外汇领
域改革开放，推动银行全面提升个人外汇业
务服务质量，保障个人真实合法的经常项目
外汇业务需求。

外汇管理出新规

便利个人经常项目外汇业务办理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 《“双千
兆 ” 网 络 协 同 发 展 行 动 计 划 （2021-2023
年）》（以下简称 《行动计划》），提出用三
年时间，基本建成全面覆盖城市地区和有条
件乡镇的“双千兆”网络基础设施，实现固
定和移动网络普遍具备“千兆到户”能力。

实现“双千兆”网络协同发展，有哪些
难点需要解决？“千兆到户”后，将会给我们
的生产生活带来哪些变化？记者采访了有关
专家和企业，回应这些关切。

突破网络建设障碍

“双千兆是千兆光网和 5G 的合称，二者
都具有千兆级超高速率、毫秒级超低时延等
先进性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

所研究员贺俊看来，推动“双千兆”协同发
展主要基于两方面考量：从应用场景看，千
兆光网在电磁环境复杂等需求场景下具有优
势；5G网络可以实现泛在连接、快速灵活和
广域覆盖。从网络建设看，要协同推动接入
网和骨干网建设。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标准研究所
所长敖立说，“双千兆”具有高速率、低时
延、大连接的特点，能够实现人与物、物与
物的万物互联，这为推动医疗、教育、出行
等领域新业态的涌现和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奠
定了基础。

未来三年是 5G 和千兆光网发展的关键
期。如何加快推进“双千兆”网络建设，让
更多用户“用得上”更快的网络？

一方面，要突破“双千兆”网络建设障

碍。贺俊认为，应免费开放办公场所、学
校、展览馆、旅游景点等所属构筑物和机
场、公路、铁路等公共区域，以及市政路灯
杆、城管监控杆、电力塔等杆塔资源，降低

“双千兆”网络建设成本。
另一方面，应着力提升通信产业技术水

平。“目前我国千兆光网和 5G 技术产业优势
明显，但高端芯片制造面临制约，网络设备
成本及终端价格较高。”敖立说，对此，《行
动计划》 强调，着力提升核心芯片、网络设
备等的研发制造水平，培育壮大产业生态。

加速推进终端成熟

网络建设，关键在用。《行动计划》 提
出，到 2023 年底，千兆光纤网络具备覆盖 4

亿户家庭的能力，千兆宽带用户突破3000万
户。要加速推进终端成熟，鼓励终端设备企业
加快5G终端研发，提升5G终端的产品性能。

“当前我国 5G 终端加速落地，但距离大
规模应用道阻且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
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伟分析，5G对于基带
芯片、中高频器件等核心器件的性能要求更
高，而我国在半导体制造工艺、高端射频器
件材料等方面的技术研发和制造能力较弱。

作为手机制造商，一加手机负责人认
为，相关的 5G 应用还不够丰富，也制约了
5G终端设备的普及和应用。“更好推广5G终
端落地，需要全产业链协同发力，既要厂商
提升硬件实力，解决能耗问题，软件开发者
也要提供更多适合5G的应用，真正解决用户
的使用痛点。”

李伟也建议，在引导相关企业和科研院
所瞄准5G核心器件的薄弱环节加快研发合作
的同时，也要鼓励有条件的设备和内容制作
企业加快培育垂直应用生态，既要适当“路
等车”，也要及时“车上路”。

聚焦网络质量提升

既要“用得广”，还要“用得好”。不少
人关心，网速变快后，网络质量和使用体验
是否能得到相应保障。对此，《行动计划》明
确提出，将指导基础电信企业强化 5G 和 4G
网络协同发展，推进 2G、3G、4G 频率重耕
和优化升级，提升网络资源使用效率。

“无线频谱是信息传递的载体，频率越
低，网络覆盖范围越广，建网成本越低。”贺
俊解释，过去，2G、3G 网络占用了大量珍
贵的低频频谱资源，但随着网络不断升级，
用户逐渐向 4G 和 5G 迁移，频谱使用效率降
低。“推进 2G、3G频率重耕，更好用于 4G、
5G 网络建设，有助于运营商提高网络质量、
降低建设成本。”

“推动频率重耕和优化，4G、5G网络仍
将长期共存。”中国移动有关负责人表示，从
用户角度来看，重耕频谱和优化升级可以为
用户带来更高质量的网络服务，同时也会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用户的网络使用成本，促进
垂直应用创新，给用户带来更加丰富的网络
应用场景。

此外，按照《行动计划》，下一步将督促
基础电信企业切实提升5G服务质量，制定完
善企业5G服务标准，加大对实体营业厅、客
服热线等一线窗口的服务考核力度。贺俊表
示，这意味着，广大用户所关心的“强推5G
套餐”“限制用户更改套餐”“套餐夸大宣
传”等行为将被严查，切实维护广大用户使
用通信服务的合法权益。

到2023年底，实现固定和移动网络普遍具备“千兆到户”能力——

“双千兆”，用得上也要用得好
本报记者 韩 鑫

图为日前工
作人员在内蒙古
5G 产业创新基
地为观众介绍
5G小基站。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图 为 日 前
在安徽合肥电信
庐阳区全屋智能
体验店，市民体
验5G时代万物
互联智能生活。

傅 军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湖南省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发展茶叶
种植，面积达5.46万亩，目前
陆续进入采摘期，茶叶产业成
为该县乡村振兴的重大项目。
图为 4 月 4 日，龙山县红岩溪
镇栈行村茶农在采摘清明茶。

曾祥辉摄 （人民视觉）

采 春 茶

眼下，浙江省玉环市清港
镇苔山塘蔬菜基地的 100 余亩
花菜进入采收期。连日来，该
基地一派忙碌，菜农们抢收花
菜，装车销往杭州、上海、安
徽等地。图为 4 月 3 日，菜农
们在抢收花菜。

段俊利摄 （人民视觉）

收 花 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