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32016年4月4日 星期一要闻·财经2018年9月22日 星期六
责编：聂传清 徐佩玉 邮箱：hwbjjb@163.com责编：聂传清 徐佩玉 邮箱：hwbjjb@163.com

财
经
财
经
财
经

营造安全放心环境

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终在于满足人的消费
需求。《意见》指出，中国消费领域的体制机制依然存在一
些问题。例如：重点领域消费市场还不能有效满足城乡居
民多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监管体制尚不适应消费新业态
新模式的迅速发展，质量和标准体系仍滞后于消费提质扩
容需要，消费政策体系尚难以有效支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
和预期改善等。

面对这些问题，《意见》给出大量扎实举措。
如何促进实物消费提档升级？《意见》提出大力发展便

利店和社区菜店，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重点发展虚
拟现实等前沿信息消费产品等。

如何推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意见》明确将深化电影发
行放映机制改革，支持邮轮、游艇、通用航空等消费大众化发
展，引导社会力量按照规范要求举办普惠性幼儿园和托幼机
构，支持外商投资设立非学制类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等。

如何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意见》要求加快建立健
全高层次、广覆盖、强约束的质量标准和消费后评价体系，
提高消费者主体意识和维权能力。同时，《意见》也拿出了
针对性举措，如培育一批能够展示中国产品优质形象的品
牌和企业，加大新技术新产品等创新成果的标准转化力
度，健全服务质量治理体系和顾客满意度测评体系，加大
网络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力度等。

深层改革加速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并不是一句空话，要想让消费在经济发展中扮演更重要角
色，离不开收入分配、市场环境、财政金融、统计监测等一
系列深层次改革的支撑与配合。对于重点领域的深层次改
革方面，《意见》也是着墨颇多。

在收入分配上，《意见》提出了诸多接地气的举措：建
立反映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
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
配政策等。

在构建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上，《意见》提出消除所有
制歧视，全面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快建立全国统一、
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在完善财税金融土地配套政
策上，《意见》提出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落实好健康、养老、
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张永军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意见》的内容不仅十分全面细致，而
且涉及了很多影响消费却又比消费本身更深层、更宏观的
重点改革领域。“需要看到，尽管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正在不
断扩大，但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依然有很多改善空间，社会
保障体系在一些群体、一些领域的覆盖还不够强，居民消
费还有很大的释放潜力。《意见》中提出的举措，无疑从更
根本的层面关注了制约消费的体制机制因素。”张永军说。

夯实内生增长动力

近年来，中国在扩大消费规模、提高消费水平、改善消
费结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
作用进一步凸显。中国居民消费的潜力，被越来越多的经
济界人士所关注。

在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葛华勇看来，“80
后”、“90后”成为消费主体后，消费趋势将会升级，消
费方式和结构也会发生变化。麦肯锡公司大中华区执行合
伙人倪以理表示，中国未来消费升级的风口在健康与互联
网上。

专家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增加高品质的产品
和服务有效供给，推动需求引领和供给变革相互促进，有助
于夯实中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助于让
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传统上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里，消费通常都
会比投资和出口更加稳定一些。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
国经济由于整体发展阶段和相关体制机制的限制，消费在
拉动经济方面不如投资，有时甚至风头赶不上出口。而如
今，一方面投资过快增长的时期已经过去，经济发展进入
了新阶段；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反映出中国外部经济
环境的不确定性有所上升。这意味着，消费在中国经济平
稳转型升级当中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张永军表示。

本报北京9月21日电（记者蒋建科） 由中国
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和宿州市人民政府主办
的“国家大豆良种攻关黄淮海现场会暨‘中黄13’
一亿亩发布会”21日在安徽省宿州市举行。

记者了解到，“中黄 13”大豆自 2007 年起已
连续 9 年稳居全国大豆年种植面积之首，至 2018
年累计推广超过 1 亿亩，是大豆界唯一获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的大豆品种。它是由中国农业科学
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王连铮研究员主持育成的广适
高产高蛋白大豆品种，其蛋白质含量超过 45%，
比国产大豆高 5 个百分点，比进口大豆高 6-7 个
百分点，在有限的种植面积上，能够提供充足的
植物蛋白。自 2001 年通过国家审定以来，“中黄

13”先后通过了安徽、天津、北京、山西、陕
西、辽宁、四川、河南、湖北等 9 个省市审定，
适合在全国14个省市推广种植，适宜种植区域可
跨三个生态区，13个纬度，是迄今我国纬度跨度
最大、适应范围最广的大豆品种。

“中黄13”具有多抗性，能够有效抗倒伏，耐
涝，抗花叶病毒病、紫斑病，中抗胞囊线虫病，
高产稳产使之深受农民青睐。自 2002 年推广以
来，无论何种年景从未出现过绝产绝收的情况。
在黄淮海地区，“中黄 13”曾创造亩产 312.4公斤
的单产纪录，在推广面积最大的安徽省区试点平
均亩产202.7公斤，增产16.0%，全部25个试点均
增产，产量列参试品种首位。

“中黄 13”既是近 20 年来全国仅有的年推广
面积超千万亩的大豆品种，也是近30年来唯一累
计推广面积超亿亩的大豆品种。能够被大面积推
广，得益于“育繁推”一体化推广模式，通过授
权给一批企业形成一个推广联合体，并对联合体
成员实行经营监管、市场监管、利润监管等三个
方面的监管，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中黄 13”迅速
达到黄淮地区大豆种子总销量的 60%以上，创造
了品种推广的成功案例。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
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韩天富表示，以

“中黄13”为代表的国产大豆正是消费市场所需要
的品种，共同保障了食用大豆完全自给。

“牛”大豆种了一亿亩

本报电（陈文） 日前，由广东省
委统战部、广东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联合会主办的粤港澳大湾区专业知识
人士联盟成立大会在广东珠海举行。
来自广东、香港、澳门三地的300多
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和专业知识
人士代表参加了活动。

活动现场，粤港澳三地专业知识
人士代表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并举

行了全省新阶联“同心服务团”授旗
仪式和珠海市新的社会阶层工作示范
点授牌仪式。广东省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联合会会长黄西勤表示，粤港澳大
湾区专业知识人士联盟旨在通过民间
交流合作，促进粤港澳专业知识人士
交流合作，打造大湾区专业知识人士
的创新生态系统，为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提供高效优质的专业服务支撑。

本报北京 9月 21 日电 （吕倩）
20 日，浦发银行在京发起成立“科技
合作共同体”，并与首批 16 家国内外
知名科技公司签署科技合作共同体备
忘录，创新金融科技业务新模式。

据介绍，浦发银行发起成立的
“科技合作共同体”是一个由银行、

科技公司、科研机构等多方机构共同
组成的“开放共享、共建共赢”的生
态平台。通过技术与金融服务场景的
深度融合，“科技合作共同体”发挥
汇聚各方智慧、加速创意落地、孵化
种子公司的三大功能，实现能力共
享、成果共享、收益共享。

新华社北京9月 21日电 （记者
刘开雄） 20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
布数据，8 月，银行结售汇逆差 149
亿美元，今年以来累计逆差105亿美
元，较上年同期收窄91%。

数据显示，2018年8月末，我国
外汇储备余额为 31097 亿美元，较 7
月末下降 82 亿美元，降幅为 0.26%。
8月，境内企业等非银行部门涉外收
支逆差44亿美元，环比收窄63%。

“资本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继续吸
引国际资本流入我国，企业、个人等
购汇行为较为理性有序。”国家外汇
管理局新闻发言人表示，证券投资项
下跨境资金净流入较快增长，企业进
口贸易融资持续增加，远期结售汇签
约逆差收窄。

从数据上看，8月份，证券投资
涉外收支顺差175亿美元，环比增加

2.9倍；证券投资结售汇顺差 43亿美
元，为2015年7月以来的最高值。同
期，企业海外代付等进口贸易跨境融
资余额环比增长 23 亿美元，今年以
来累计上升 169 亿美元。8 月份，远
期结售汇签约逆差 54 亿美元，环比
收窄65%。

此外，投资收益购汇季节性回
落，环比下降33%；个人购汇因暑期
海外旅游旺季和开学季临近环比有所
回升，但同比下降2%。

该发言人表示，随着我国产业转
型升级和对外开放稳步深入推进，经
济运行将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人
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不断增强，跨
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将继续
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我国能够有效
应对潜在外部冲击，保障外汇市场平
稳运行。”

8月份中国跨境资金流动平稳

粤港澳大湾区专业知识人士联盟成立

浦发银行发起成立“科技合作共同体”

9月21日，在浙江省
湖州市德清县舞阳街道城
山村文化礼堂，300 多名
农民群众欢聚一堂，载歌
载舞，喜迎首个“中国农
民丰收节”到来。当天，
村里还邀请了 40 多位来
自埃塞俄比亚的外国友
人，与村民一起看演出、
尝月饼，体验中国传统民
俗文化。

谢尚国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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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那达慕开幕
9月21日，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首届城市那达慕
在玉泉区蒙古风情园开幕。本
届那达慕设蒙古族民俗体验
游、蒙古象棋现场体验、蒙古
美食品尝体验、民族服饰展
演、非遗文化传承展演等活
动。图为演员在城市那达慕开
幕式上表演舞蹈《欢庆》。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帽子节在京举行
9月20日，由中国服装

协会帽饰研发中心主办，帽
仕 汇 承 办 的 “920 顶 尚 盛
宴”暨第三届中国帽子节在
京举行。来自厄瓜多尔等十
多个国家的大使夫人作为特
邀嘉宾出席，与数百名来自
各地的帽子控欢聚一堂，共
度这场帽子盛宴。

许丛军摄 （人民视觉）

让 消 费 挑 大 梁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日前，《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
消费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
若干意见》（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专门
就构建更加成熟的消费细分市场、健全质量
标准和信用体系、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
改善居民消费能力和预期等问题作出部署，
意在加快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增强消费
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构建符合中国长
远战略利益的经济发展方式、更好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专家指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求，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
动力。在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全球经济不
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意见》的发布与实
施将有助于中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夯实
内生动力、平稳转型升级。

推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
深化电影发行放映机制改革，健全文物合法流通交易体制

机制，支持邮轮、游艇、自驾车、旅居车、通用航空等消费大
众化发展，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国际国内高水平体育赛事，大力
发展老年护理和长期照护服务，引导社会力量按照规范要求举
办普惠性幼儿园和托幼机构，支持外商投资设立非学制类职业
教育培训机构。

促进实物消费提档升级
大力发展便利店和社区菜店，通过改造提升推动形成一批

高品位步行街，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
租赁市场，加大城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等适老化改造力度，全
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重点发展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智能
汽车、服务机器人等前沿信息消费产品，规范发展汽车、家
电、电子产品回收利用行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