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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楼市调控目标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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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新征程 ④

新华社拉萨 10月 23日电 （记者王军）
西藏近年来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为
外贸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据拉萨海关统计，
今年前 3季度，西藏外贸进出口总值 47.28亿
元，同比增长22.1%。

拉萨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西
藏对外贸易结构不断优化。特别是一般贸易
赶超边境小额贸易，成为西藏外贸主要贸易
方式。前 3 季度，一般贸易进出口 29.99 亿
元，同比增长80.5%，占同期西藏外贸进出口
总值的63.4%，同比提升20.5个百分点。

拉萨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西
藏外贸高速增长，得益于全区外贸发展的

“软硬环境”更加趋于优化。“软环境”即：
西藏不断加强边贸市场、边民互市贸易点建
设，深入推进“兴边富民”战略，对外贸发
展产生积极影响；出台 《西藏面向南亚开放
重要通道建设规划》，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倡议，为外贸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从“硬环境”而言，拉萨海关深化改
革，积极响应和推进构建环喜马拉雅经济合
作带、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稳步推进中尼边
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南亚通道建设，不断推进“三互”（信息互
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 大通关、“单一窗
口”、关检合作“三个一”（一次申报、一次
查验、一次放行）、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等项
目落地。

边境贸易是西藏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统领下，推进面向南
亚开放重要通道建设的核心任务。在商务部等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
下，西藏利用对外援助等政策性资金，沿吉隆、樟木口岸方向，支
持尼泊尔建设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并与尼方探讨实施电网、通
信等合作项目，促进中尼通道有效衔接。

眼下，“中尼友谊工业园”、“尼泊尔·中国西藏文化产业园”、喜
马拉雅航空等一批重点经贸合作项目正在紧张的建设之中。

“一带一路”建设还为企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西藏本地企业积
极响应倡议在国外落地。去年 9月，西藏黎博建设有限公司承接了
埃塞俄比亚高压线路建设项目，成为西藏首家进入非洲高原“淘
金”的民营企业。目前，西藏有“走出去”意向的企业38家，实际
走出去企业10多家，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格局正在勾勒中。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记
者刘红霞） 记者 23 日从财政部获
悉，今年前3季度，全国国有及国有
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达 21788.5 亿
元，同比增长 24.9%，实现收入和利
润持续较快增长。

财政部发布的公告显示，全部

利润中，中央企业占 14073.8 亿元，
同比增长 17.8%；地方国有企业占
7714.7亿元，同比增长40.3%。

从收入看，前3季度国有企业营
业总收入 376443.6 亿元，同比增长
15.9%。其中，中央企业 225091.7 亿
元，同比增长14.1%。

进入金秋十月收获季节，山东省青岛市闫家山的男女
老少载歌载舞，扭起秧歌欢庆丰收。据了解，拥有200多年
历史的闫家山地秧歌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闫家山地秧歌
分为花伞、婆婆、棒槌、铜钱棍、花鼓、扇女等6种角色，
蕴含了女性的柔美、男性的刚劲、丰收的喜悦以及诙谐逗
乐等多种元素。图为闫家山地秧歌表演场面。

王海滨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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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浙江
义乌市“中国网
店第一村”青岩
刘村广场，由义
乌工商学院创意
设计学院党总支
推出的创意市集
正式启动。市集
现场，大学师生
与各网店负责人
展 示 了 创 意 产
品，商讨共同打
造创意小商品，
提升产品档次。
图为师生设计的
多款有创意的传
统民俗饰品。

吕 斌摄
（人民视觉）

创意市集提升小商品档次创意市集提升小商品档次

10月22日，贵州省黎平县平寨乡纪德苗寨举办民族手工技能
培训活动，当地近300名苗族妇女免费接受刺绣、传统纺织、靛染
等民族手工技能培训学习。在黎平侗品源企业专业人员的指导下，
苗族妇女按照要求进行民族手工品的生产和加工，产品由企业全部
进行回收销售，解决了当地贫困妇女家门口就业问题。图为当地苗
族妇女在参加民族手工刺绣技能培训。 杨代富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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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季国企利润同比增24.9%

十九大记者招待会聚焦美丽中国建设

美丽，现代化强国新追求
十九大记者招待会聚焦美丽中国建设

美丽，现代化强国新追求
本报北京10月23日电（记者吴秋余） 23日下

午，十九大新闻中心举行第六场记者招待会，中
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环境保护
部党组书记、部长李干杰介绍了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建设美丽中国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300多名中外记者参加。

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从认识
到实践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和全局性变化，生态
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会上，李干杰用了5个“前
所未有”介绍5年来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

一是思想认识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全党全国
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
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明显改变。二是污染治
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发布实施了 3 个“十条”，
也就是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
坚决向污染宣战。三是制度出台频度之密前所未
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 40多项
生态文明和生态环境保护具体改革方案。四是监
管执法尺度之严前所未有，新的环境保护法从2015
年开始实施，一些新规定、新机制在推动企业守法
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五是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
快前所未有，全国酸雨区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由历
史高点的 30%左右下降到了去年的 7.2%，地表水
国控断面 I－III类水体比例增加到 67.8%，森林覆
盖率由本世纪初的16.6%提高到22%左右。

“到 2020 年，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到
2035 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
实现；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李干杰表示，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新目标和新部
署，环保部门将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
任，着力推进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着
力解决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突出环境问题，着
力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增加优质生态产品
供给，着力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三大重点区域PM2.5浓度下降30%

雾霾治理一直是社会较关注的话题，李干杰
表示，“大气十条”实施 4年来成效非常明显，说
明“大气十条”确定的思想和方向是正确的，路
径和措施是对的，执行非常有力。

数据显示，相比 2013 年，2016 年全国 338 个
地级城市 PM10平均浓度下降 15.5%；京津冀、长
三角、珠三角三大重点区域 PM2.5 的平均浓度分
别下降 33%、31.3%和 31.9%；优良天数的比例从
60.5%增加到 74.2%，增加了 13.7 个百分点，重污染
天数的比例从8.6%下降到3%，下降5.6个百分点。

“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这个目标，对大气
环境质量来讲，恐怕不仅仅是全国平均水平，包
括一些重点区域， PM2.5年均浓度都应该达到每
立方米35微克的标准。”李干杰表示，环保部门正

在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到 2020年，污染防治尤其
是大气污染防治这项攻坚战能取得明显成效，全
国338个地级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80%以
上，以 2015 年为基数，未达标城市 PM2.5 的浓度
要平均下降18%。

将开展机动式、点穴式专项督察

随着第四批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完毕，两年
多时间中央环保督察组完成了 31个省区市的全覆
盖，问责上万人。李干杰介绍，四批中央环保督
察过程中，一共受理了群众的举报 13.5 万件，经
过合并后，向地方交办了 10.4 万件，到目前为止
10.2万件已得到办结，督察行动得到了老百姓的真
心欢迎和拥护。

“我们正在谋划针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
点问题组织开展机动式、点穴式专项督察，可能
今年底、明年初就会开展相关行动。”李干杰表
示，中央环保督察一定会继续坚持下去，目前正
在总结前四批中央环保督察的经验，为后续开展
第二轮做好准备，同时推动这项工作纳入法制
化、规范化轨道，让它长期发展下去、坚持下去。

谈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时，杨伟民说：“这
几年我们在政府监管方面全面加强，但相对而
言，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得不够，或者说激励机
制还有待进一步建立，比如说怎样少排污能得到
利益，这个机制的建立还是需要下功夫的，是下
一步改革的重点。”

10月23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9月份70个
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显示，9 月
份，一线城市房价环比持续下降，二三线城市
环比涨幅继续回落。其中，热点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价格环比继续全部下降或持平，同比涨幅
全部回落。

对此，有关人士指出，当前，房地产调控
效果逐步显现，楼市有所降温，总体运行比较
平稳。在“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定位”方针指引下，调控力度不会松劲。房
地产长效机制也在抓紧研究制定。这些将共同
促进住房回归居住属性，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

九月楼市再降温九月楼市再降温

9 月份，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继续得到有
效抑制。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到 9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
宅价格同比涨幅均连续12个月回落，二线城市
分别连续 10 个月、8 个月回落，三线城市均连
续 2 个月回落。15 个热点城市中，从环比看，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全部下降或持平；从同比
看，涨幅均继续回落，回落幅度在 1.8至 8.8个
百分点之间。

与此同时，商品房销售增速平稳回落。全
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速从今年年初的25.1%
回落到 1-9 月份的 10.3%，其中商品住宅从
23.7%回落到7.6%。商品房销售额增速则从年初
的26.0%回落至1-9月份的14.6%。

“目前，房地产市场总体运行比较平稳，在
政策调控、需求释放的大背景下，楼市有所降

温。一系列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房地产调控
政策效果逐步显现，特别是在此前房价上涨过
快的热点城市体现比较明显，投资投机性的需
求得到了有力遏制。”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
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对于未来走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党组书
记、部长王蒙徽指出，我们预计，今年四季度
全国房地产市场还将延续成交量增速回落、成
交价格趋于稳定的走势。全年房地产市场走
势，将保持目前平稳运行的态势。

调控力度不松劲调控力度不松劲

“下一步，我们要按照十九大报告提出的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
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王蒙徽表
示，我们将坚持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不松
劲，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连平认为，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房地产
调控政策还会继续，抑制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
房价过快上涨、推动三四线城市去库存依旧是
重点。在此过程中，强调住房回归居住属性十
分必要。而在后续政策方面，还应该有更多有
针对性的措施，既要遏制投资投机性需求，也
要合理支持刚需或改善性需求。

楼市调控持续推进的同时，市场也存在一
种疑虑，即这会不会对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影
响？对此，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
长邢志宏指出，在房地产调控过程当中，由于
采取了因城施策、因地制宜的办法，而不是一
刀切的调控，在调控方式上，也不是一味地限

制需求，特别是针对一线城市住房供求矛盾比
较突出的问题，国家鼓励在供求矛盾突出的地
方，通过加大住宅土地的供应来解决房地产的
问题，所以，前三季度房地产投资增长是比较
平稳的，对经济的发展依然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同时房地产的风险也得到了有效的化解。

长效机制在制定长效机制在制定

调控力度不松劲，长效机制在制定。日
前，在回答媒体有关房地产长效机制的问题
时，王蒙徽说，住建部及有关部门正在抓紧落
实这方面工作，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
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
向，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以政府为主
提供基本保障，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
投资、立法等手段，推进房地产长效机制建设。

住建部介绍，目前，正在进行12个大中城
市住房租赁试点工作，支持北京、上海市积极
探索发展共有产权住房。同时，在抓紧推进住
房租赁市场的立法工作。房地产长效机制目前
也在抓紧研究制定。

“加快长效机制建设对促进住房回归居住属
性、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在此
过程中，住房租赁、共有产权住房都是长效机
制探索中的重要部分。同时，应充分考虑政
策、措施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联系，如在土地供
应方面，应合理增加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住
宅用地供应，这可以有效抑制房价过快上涨预
期、并有助于推进住房租赁市场发展。此外，
在税收、金融及市场价格等多个方面也都应该
进行通盘考虑与安排。”连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