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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0 月 21 日电 （记者
徐佩玉） 21 日，中国人民银行授
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1 年期 LPR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为 3.1%，5 年期以上 LPR 为 3.6%，
均较上一期下降 25个基点。

这 是 LPR 年 内 第 三 次 调 整 。
今年 2 月，5 年期以上 LPR 下降 25
个基点；7 月，1 年期和 5 年期以上
LPR 双双下降 10 个基点。今年以
来，1 年期 LPR 已累计下降 35 个

基点，5 年期以上 LPR 已累计下降
60个基点。

目前，公开市场 7 天期逆回购
操作利率已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主
要政策利率。

据分析，此次两个期限 LPR 均
下降 25 个基点，降幅较大，预计将
带动企业和居民贷款利率下降，有
助于促进社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扩大宏观经济总需求，支持物价合
理回升，带动实体经济稳定增长。

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均下降25个基点

本报北京 10 月 21 日电 （记者
汪文正） 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国
铁集团日前联合发布公告，自 2024
年 11 月 1 日起，在我国铁路客运领
域推广使用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
票——电子发票（铁路电子客票）。
旅客不再需要打印铁路车票（纸质
报销凭证），出行和报销更便利。

根据公告，旅客在行程结束或
支付退票、改签费用后，可通过铁
路 12306 网站和移动客户端如实取
得电子发票 （铁路电子客票） 并进
行查询、下载和打印。单位可基于
电子发票 （铁路电子客票） 开展无

纸化报销、入账、归档、存储等业
务，推动相关业务数字化转型和

“网上办”。单位既可以通过税务数
字账户进行电子发票 （铁路电子客
票） 的查询、查验、下载、打印和
用途确认等，也可以通过全国增值
税发票查验平台查验。

为方便旅客和单位，铁路客运
设置了过渡期，过渡期内“纸电并
行”，旅客仍可使用铁路车票 （纸
质报销凭证） 报销，单位也可凭铁
路车票 （纸质报销凭证） 入账，按
规定计算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过
渡期截至 2025 年 9月 30日。

铁路客运将全面推广使用电子发票

本报北京 10 月 21 日电 （记者
李婕）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
部日前联合印发 《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明确
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
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
请按月领取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

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
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
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
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
金水平时同步调整。

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
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
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
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
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
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

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
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 （设
区市） 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
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
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
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
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
做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
残津贴。

2025年起职工养老保险增加病残津贴

今年以来，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持
续修订出台经营者集
中新申报标准、开展
试 点 委 托 中 期 评 估 、
优化简易案件审查思
路、简化简易案件申
报材料等工作，相关
举措降低了经营主体经营者集中申报
制度性交易成本。

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
介绍，经营者集中新申报标准公布以
来，申报门槛大幅度提高，一批规模
较小的经营者不再需要申报。今年以
来 （以下数据均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申报数量较上年同期减少 94
件，同比下降 15.77%。

——优化审查思路，减轻企业负
担。“新的简易案件申报材料要求已
于上月发布，10 月 12 日正式上线施
行。”徐乐夫说，“这一举措，是总局
进一步健全分类分级审查制度，落实
反垄断法修订成果的具体实践，将有
效降低企业申报成本，激发经营主体

内生动力，有利于创造更加公平、更
有活力的市场环境。”

——完善规章制度，提高审查规
范性和透明度。总局制订 《横向经营
者集中审查指引》 并公开征求意见，
起 草 《非 横 向 经 营 者 集 中 审 查 指
引》，规范审查思路，增强审查可预
期性。加快制定 《违法实施经营者集
中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并公开征求
意见，进一步明确处罚标准，规范自
由裁量权，保障执法尺度透明统一。

——持续提高审查效率，提振经
营主体投资信心。今年以来，总局共
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 502 件，审结
455 件，平均受理时间 18.9 天，平均
审结时间 26.2 天，其中简易案件平均
受理时间 16.4 天，平均审结时间 17.3

天，审查效率在全球主要司法辖区中
名列前茅。

——加强与业界沟通，广泛听取
各方意见。总局常态化召开与律所及
企业的沟通座谈会，解读最新监管政
策，充分听取意见建议，在各项制度
出台前均广泛听取征求、分析吸纳各
方意见。

——坚持监管为民，坚守“三公
一统”价值观。在经营者集中审查
工作中，有关部门统一监管执法程
序、标准和尺度，推动形成框架完
整、层次清晰、规则完备、科学高
效的竞争监管法律制度体系。据统
计，2022 年 8 月新反垄断法实施以
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共审结经营
者集中审查案件总数 1501 件，平均

审结时间为 24.11 天。
“我们始终坚持对各
类 经 营 主 体 一 视 同
仁、平等对待，各类企
业的审查用时基本相
同 ，保 障 了 所 有 企 业
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徐乐夫说。

2022 年 8 月起，依照反垄断法有
关规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 5 个
省、市开展了经营者集中试点委托审
查工作，两年多来，共委托 5 个试点省
级市场监管部门经营者集中申报 854
件，委托案件占同期全部简易案件的
比 例 达 到 57.74%，委 托 地 方 审 查 效
率、标准与总局基本保持一致。

徐乐夫表示，总局将继续以改革
思维推进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体系
和能力建设，坚持“三公一统”，持
续完善监管制度，努力提升审查质
效，以科学监管、有效监管、精准监
管维护公平竞争、充满活力的市场环
境，激发经营主体能动性，让国企敢
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助力推动
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科学、有效、精准监管，维护公平竞争——

激 发 经 营 主 体 能 动 性
本报记者  孔德晨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表
明，今年前三季度，国内化石能源生
产和进口稳定增加，非化石能源发电
量高速增长，有力保障能源高质量供
给。需求方面，全社会能源消费保持
增长，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显著提
升，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蹄疾步稳。

各类能源产量稳定增加

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司长胡汉
舟介绍，前三季度，各类能源保供稳
价措施持续发力，能源安全稳定供应
形势良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原
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增速均较上半
年有所加快。

原煤生产方面，前三季度，全国
规上工业原煤产量 34.8 亿吨，同比增
长 0.6%。胡汉舟表示，6 月份以来，
原煤生产快速恢复，前三季度规模以
上工业原煤产量增速转正。

油气生产方面，前三季度，规模以
上工业原油产量 1.6 亿吨，同比增长
2%；规上工业天然气产量 1830 亿立方
米 ，同 比 增 加 113 亿 立 方 米 ，增 长
6.6%，较上半年加快 0.6个百分点。

同时，规上工业电力生产有所加
快。“下半年以来，为应对持续高温、
洪水、台风等极端气候，有关部门和企
业多点发力，多种电源协同共济，全力
保障生产生活用电。”胡汉舟说。

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
7.1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4%，增速
较上半年加快 0.2 个百分点。其中，规
模以上工业火力发电量 4.7 万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1.9%；风电、太阳能发电
装机容量快速增长，水电出力高于同
期，规模以上工业水电、核电、风电和
太阳能发电等非化石能源发电量 2.3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4%，发电占
比较上年同期提高 2.4个百分点。

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增长

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前三季
度，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同比增长
4.8%。其中，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较
上年同期提高 2.6 个百分点，煤炭比
重下降 1.9 个百分点，石油下降 0.9 个
百分点，天然气上升 0.2个百分点。

从电力消费情况看，作为经济运
行“晴雨表”的用电量继续保持增长

态势。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前三季度，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7409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9%，其中规
模以上工业发电量为 70560 亿千瓦
时。从单月看，9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847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5%。

“今年 8 月、9 月全社会用电量同
比分别增长 8.9% 和 8.5%，连续两个
月增速超过 8%。近两个月电力消费
量快速增长，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加大
宏观调控力度，有效落实存量政策并
陆续出台一揽子增量政策，推动国民
经济平稳运行，支撑了电力消费增长。
另一方面，8 月和 9 月，西南、华东、华
中区域出现持续高温天气，降温需求
旺盛，导致用电量快速增长。”中国电
力企业联合会有关负责人分析。

分地区看，前三季度，全国所有
省份用电量均实现正增长。根据中国
电力企业联合会提供的数据，前三季
度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全社会用
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7.8%、8.3%、8.7%
和 3.2%。从具体省份看，西藏、安徽、

重庆、新疆、云南、浙江、湖北、江苏等
8个省份用电量增速均超过 10%。

高技术产业用电量增速领先

今年以来，各产业用电情况如
何？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前
三季度，第一产业用电量 1035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6.9%；第二产业用电量
4738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9%；第三
产业用电量 13953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11.2%；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172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6%。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有关负责人
分析，前三季度，第二产业用电量增速
高于上年同期，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
造业用电量增速领先。“前三季度，第
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5.9%，增速比
上年同期提高 0.5 个百分点，对全社会
用电量增长的贡献率为 48.9%。同时，
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5.8%。”该负
责人介绍，分大类看，高技术及装备制
造 业 前 三 季 度 用 电 量 同 比 增 长

11.4%，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1.3 个百
分点，高于同期制造业平均增长水平
5.6 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延续转型升
级趋势。同时，消费品制造业前三季度
用电量同比增长 6.4%，增速比上年同
期提高 1.4 个百分点；四大高载能行业
前三季度用电量同比增长 3%。

“在四大高载能行业中，有色金
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前三季度的用电
量同比增长了 5.4%。这是由于近年
来风电、光伏、锂电、新能源汽车等
行业快速发展，给有色金属行业带来
了新的增长点。”该负责人说。

前三季度，第三产业用电量也延
续了快速增长势头，其中，充换电服务
业用电量高速增长。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充换电分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 9 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
设施总数达到 1143.3 万台，同比增长
4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 332.9 万台，
私 人 充 电 设 施 810.4 万 台 。1—9 月 ，
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增量为 283.7
万台，月均增加 31.5万台。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有关负责人
说，伴随我国电动汽车保持高速发展，
充换电服务业也实现快速发展，前三
季度，该行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56.7%，
显著拉动了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长。

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原煤、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保持增长——

能源高质量供给得到有力保障
本报记者  廖睿灵

日前，第三十一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成果交流体验馆在通州于家
务国际种业科技园区会展中心向公众开放，活动现场设置了农作物、
畜禽、水产、林果花草蜂、京津冀协同等展区，共有 97家单位 286项
优势成果参与展示，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参观体验。图为大会期间，工
作人员在介绍大北农生物育种产品。 陈晓根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 10 月 21 日电 （记者
王俊岭） 记者 21 日从国家开发银
行了解到，今年前三季度，国开行
发放基础设施贷款 9376 亿元，基
础设施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比
例稳步提升，重点支持了交通、能
源、水利、物流、数据中心、城市
地下管网、城乡生活垃圾污水处理
等领域发展。

国开行业务发展部总经理洪登
金说，国开行将积极配合宏观政策
逆周期调节，系统落实一揽子增量
政策，充分发挥基础设施主力银行
作用，加大对基础设施重点领域中
长期投融资支持，引导带动社会资
金共同进入，有力服务进一步扩大
有效投资，助力构建现代化基础设
施体系。

前三季度

国开行发放基础设施贷款9376亿元

连日来，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通过开
展进商圈、进社区、进乡镇等活动，带动汽车换“能”、家电换“智”、
家装“焕新”，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惠及民生。图为仁寿县一家电商
场，市民正在选购家电产品。 潘  帅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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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贵州省六盘水
市六枝特区月亮河乡的
老虎大坪光伏项目，每
年通过南方电网六盘水
供电局管辖的 110 千伏
变电站，向电网输送约
9000 万 千 瓦 时 清 洁 能
源，助力国家产业转型
升级示范区建设。图为
六枝特区月亮河乡的老
虎大坪光伏发电站。

王  飞摄  
（人民视觉）  

在山东省东营市
胜利油田利斜 856 钻
井现场，胜利石油工
程公司渤海 50691 钻
井队员工进行起下钻
施工，加快石油勘探
开发步伐。

王国章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