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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 （记者王俊岭） 记者近日从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获悉，2016 年中国信
保采取多种手段服务国家开放型经济，继续
扩大政策性信用保险承保规模，帮助企业开
拓国际市场，有效承担并化解企业“走出
去”过程中的商业风险和政治风险。

去年全年，中国信保实现总承保金额
4731.2亿美元，支持小微企业超5万家，对小
微出口企业的覆盖率达到21.3%，向企业和银
行支付赔款 12.7 亿美元，在促进中国外贸企
业平稳发展方面再次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目
前，中国信保的业务范围已遍布全球227个国
家和地区，支持了一大批海外工程承包和投
资项目，项目类型涵盖电力、交通、矿产、
电信、船舶、农业、成套设备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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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
国 少 数 民 族 人 口 虽 然 只 占 全 国 的
8.5%，但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比却达
64%，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无疑意义
重大。近日，《“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
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的正式发布，引起了各界广泛
关注。分析人士指出，民族地区大多
处于内陆边疆省份，具有鲜明的要素
禀赋特征与文化特色。因此，大力补
齐基础设施短板，开发特色产业，提
升双向开放程度，无疑将促使少数民
族经济驶入新的“快车道”。

基础设施补短板

不久前，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三
柳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将沿线壮
族、侗族、苗族、瑶族等多民族风情
旅游资源串联成线，形成了一条覆盖桂
林、龙胜、三江、融水、柳州等重要旅游
景点的“黄金环路”。这条路，无疑将为
沿线少数民族群众带来发展实惠。

虽然近年来民族地区发展成绩显
著，但由于历史、自然和地理等原
因，民族地区发展仍面临一些突出问
题和特殊困难。比如，经济社会发展
总体滞后，产业发展层次水平偏低，
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多，资
源环境约束大等。

对症下药，方可事半功倍。《规
划》 指出，未来将加强民族地区现代
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重点支持
骨干铁路、干线公路、支线机场、水
运航道和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同
时积极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
文化服务、垃圾污水处理、邮政、公
共厕所等公益性民生基础设施建设。

“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边疆地
区，一方面自然条件较差，另一方面
又有着大量极具市场潜力的特色产品。因此，加强
交通、物流、公共服务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显然
有助于释放当地经济增长活力。”中央民族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金磊对本报记者表示。

民族特色是宝藏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王金磊指出，中国
很多少数民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独特的要素资源
禀赋、生产方式和文化习俗，这些特色其实是一个
巨大的宝藏。

对于如何开发这些宝藏，《规划》着墨颇多。比

如，在特色旅游方面，《规划》提出加
强特色村镇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完善
旅游服务功能，提高旅游接待能力和
标准化服务水平，推动民族客栈地方
标准建设。再比如，在特色产业方
面，《规划》明确要求深入挖掘少数民
族生产生活习俗等特色村镇文化资
源，保护民族特色传统生产工艺，扶
持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点的传统小
吃、手工艺品、旅游纪念品等产业发
展。

“开发民族特色产业，不仅可以为
全国其他地区乃至海外消费者提供丰
富多彩的优质民族商品，而且可以促
进民族地区自身的经济发展，同时也
能加强相关地区的民族团结。”王金磊
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执行上，《规
划》 从财政政策、投资政策、金融政
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社会政
策、环境政策、人才政策、帮扶政策
等9大方面给出了强力支持。

双向开放是重点

改革开放之初，沿海地区因率先
开放而发展迅速。如今在“一带一
路”背景下，少数民族较多的沿边地
区也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在中国
社科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郭克莎
看来，“一带一路”建设把区域对外开
放与区域协调发展结合起来，打造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开发开放合作新平
台，将发挥拓展新经济增长带的重要
作用。

无论是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
作中心，还是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
作区，抑或是云南勐腊 （磨憨） 开发
开放试验区，民族地区的双向开放均
将成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部

“重头戏”。
实际上，《规划》 不仅要求加快沿边开发开放，

推动民族地区积极参与国际区域开发和经济合作，
还要求加强口岸和通道建设，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
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通关便利化，最终
把民族地区建设成为富有发展活力、后发优势得以
充分发挥的地区。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强民族地区的双向开
放，将促进民族地区商品及要素的流动，打通经济
发展的毛细血管，厚植中国经济均衡发展的强大基
础。”王金磊说，未来在开放过程中，相关部门也要
注意加强对违法犯罪行为的管理力度，确保民族地
区发展始终处于正确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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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买货物到买服务

解析这份 2017“中国年货大数据报
告”，还会发现酒店旅馆预订成为2017年销
售额占比增速最大的“年货”之一。年货
悄悄由“货物”向着“服务”的方向转变。

另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春节市场上
的 O2O （线上网店线下消费的商务模式）。
私厨上门的年夜饭，成为部分家庭的时兴
选择。私厨上门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材
料全包；另一种则是厨师“单刀赴会”，只
带厨具和调料，奉献手艺。据某私厨平台
消息，目前除夕、大年初一、大年初二已
全部订满，今年保守估计年夜饭会有约
3000桌。

王微认为，相比物质需求，人们越来
越追求文化、娱乐和有利于个人休闲、提
高生活品质的消费。全家团聚式的出游，
娱乐和订餐会是新的消费热点。

“年货经济是反映中国消费发展水平和
趋势的风向标。它蕴含着中国居民收入水
平大幅提升后，消费追求从有到好，从商
品到服务的加快转变。未来需要结合年货
消费展现出的新趋势和新动向，加快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适应消费的变化，真正让
老百姓生活的福祉得到提高。”王微说。

从年货看消费升级
本报记者 李 婕

日前，中国电商平
台阿里巴巴发布2017年

“ 中 国 年 货 大 数 据 报
告”。报告显示，今年天
猫卖出 3.8 亿件年货商
品，日均成交同比去年
增长42%。专家表示，“年
货经济”是反映中国消
费发展水平和趋势的风
向标。未来要结合年货
消费呈现的新趋势和新
动向，加快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适应消费变
化，真正让老百姓生活
的福祉得到提高。

新华社北京1月 25日电 （记者吴雨）
国家外汇管理局 25 日发布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1月25日，我国已经批准276家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 （QFII），累计投资总额度
873.09亿美元。

数据显示，截至 1 月 25 日，我国批准
的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
已经增长至179家，累计获得可投资总额度
5296.29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我国累计
批准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DII） 额度
899.93亿美元。

同日，外汇局还发布数据显示，去年
12 月，我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 2.25 万亿美
元，较11月环比下降3%。其中，银行对客
户市场成交 3457 亿美元，银行间市场成交
1.9万亿美元；即期市场累计成交 1.04万亿
美元，衍生品市场累计成交1.21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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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浙江省
临安市天目山镇各农村
淘宝店一片忙碌，村民
们在“村淘”网点网购
的灯笼、中国结、鞋帽
等各类年货陆续到货。
村民网购年货，红红火
火过大年。

图为村民在领取网
购的年货。
胡剑欢摄 （人民视觉）

网购年货乐陶陶网购年货乐陶陶

挤传统集市、逛年货展销、淘大型百货商
场 、 置 办 土 特 产 …… 这 是 许 多 中 国 人 记 忆 中

“囤”年货的方式。彼时，年货更多的是家门口的
就近选择。而今，动动手指网络下单的方式进一
步渗透进年货的购买行为当中。

据“中国年货大数据报告”，淘宝年货大街仅
3天就涌入千万人选购。线上消费的手机下单占比
高达83%，便捷的移动端成为线上采购年货的主要
方式。

与年货的全国购乃至全球购相伴随
的，则是一场堪称年货“春运”的货物
流动。为此，不少快递公司实行春节

“不打烊”，保障年货安全到家。以全国
物流平台菜鸟网络为例，该平台上今年大约有 30
万名快递员将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去年这个数字
是12万。

“过去年货采购依赖线下零售业，具有很强的
地域特征。网购则带来了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
选购更优商品的可能性，中西部和农村地区也参
与其中。互联网让全国人民都有机会享受发展成
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
微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年货是消费能力
的集中释放。王微认
为，中国年节消费的
现象历来相对集中，
与日常生活的消费相比，年货呈现质量更高、选
择性和导向性更强的特点。它预示着当前乃至下
一轮的消费时尚与趋势。

今年年货有什么新特点呢？据另一大电商平
台发布的“2017年货消费趋势报告”，53%的受访
人将返乡过年，他们中的 70%会带“洋年货”回
家。

一方面是随着跨境电商平台的兴起，洋货买
得更远；另一方面则是渠道下沉，“土”货销得更
热。在“中国年货大数据报告”中，有这样一幅

区域特产销售图：西
北的枸杞和冬虫夏
草、东北的海参和黑
木耳、华中的腊肠和

橙子、华南的百香果和车厘子……各大区域的当
家特产，借着春节之风，送遍大江南北。

广西、四川等地的年货节还与精准扶贫结
合，来自秦巴山区、大小凉山彝区和高原藏区等
贫困地区的物产，也被送上时兴的年货市场。

“土特产品是带有地理标志性的优质商品。哪
个地方质量最好才会有名，其背后反映的是商品
质量和文化传承。对土特产品的喜好，则体现着
消费者对高品质商品的追求。这与淘‘洋货’本
质是一致的。”王微说。

今年，西藏拉萨、日喀则部分县区的藏历农家新年与农历
春节恰逢同一天。节日临近，当地年货市场购销两旺，当地各
族群众同迎新年，共庆新春。图为 1月 25日在西藏日喀则年货
市场上拍摄的藏戏面具。 新华社记者 刘东君摄

西藏日喀则年货市场火热

1月 26日，在从上海开往西宁的 K2186次列车上，列车乘务员和旅
客一起包饺子、贴对联、话家常，迎接新春的到来。图为乘务员和旅客在
列车上一道包饺子并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陈 飞摄

旅途饺子暖心窝

据新华社杭州电（屈凌燕、倪震洲） 记者日前从浙
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获悉，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17年 1月 22日批复同意浙江省
筹建金砖国家标准化 （浙江） 研究中心。

金砖国家标准化 （浙江） 研究中心由浙江省标准化
研究院作为依托单位。筹建金砖国家标准化 （浙江） 研
究中心是为了对金砖国家标准化法律法规、标准战略、
体制机制和标准系统等内容进行研究，服务中国与其他
金砖国家间的标准化合作交流，推动中国标准“走出
去”、促进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经贸健康发展。

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将负责金砖国家标准化 （浙
江） 研究中心的各种筹备工作。

金砖国家标准化研究中心获批筹建

年货也开始“抢春运”

“土”的更“土”“洋”的更“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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