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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成都10月12日电（记者叶
子） 12日，“2018·第二届成都国际诗
歌周·成都与巴黎诗歌双城会”在成都
启幕。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近 100
位杰出诗人云集成都，围绕“城市的影
响：诗歌构筑的世界与时间深处的真
相”为主题展开交流和互动。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成都国际诗
歌周组委会主任吉狄马加，中共成都
市委副书记、成都市人民政府市长罗
强，人民日报海外版党委书记、副总
编辑李建兴，五粮液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李曙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吉狄马加在致辞中表示，成都和
巴黎是东方和西方两个在气质上最为
接近的城市。这一次诗歌的盛会，不
仅仅是法语诗歌世界与汉语诗歌世界
一次期待已久的相会，更是中国诗歌
与世界诗歌的一次伟大的相会。

罗强表示，成都自古文脉不断，
被誉为中国诗歌之都，希望以此次诗
歌周为契机，开启世界文化交流融合
的窗口，促进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
交融互通，让世界文化交相辉映、生
生不息。

李建兴表示，本届活动展现了中
国、欧洲两大文明在诗歌方面的交流
交融和互鉴。人民日报海外版努力讲
好中国故事、成都故事，并将携手成
都市，把国际诗歌周办好办精彩。

本届诗歌周活动由中共成都市
委、成都市人民政府、人民日报海外
版指导，由成都市文联、成都市文广
新局、四川五粮液酒业集团主办，活
动将持续至10月15日。

上图：第二届成都国际诗歌周·成
都与巴黎诗歌双城会开幕式现场。

本报记者 叶 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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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改善看点多

据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介
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值逐季提升，第三季度同
比增速明显走高；一般贸易进出口快速增长，比重上升；
机电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仍为出口主力；原油、天然气
和铜等大宗商品进口量价齐升。

具体来看，其中一些衡量对外贸易结构的数据颇具看
点。

我国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增长，与部分“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进出口增势较好。2018年前三季度，我国对欧盟、美国
和东盟进出口分别增长7.3%、6.5%和12.6%，三者合计占我国
进出口总值的 41.2%。同期，我国对俄罗斯、波兰和哈萨克斯
坦等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分别增长 19.4%、
11.9%和11.8%，均高于总体增幅。

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进出口增速高于全国整体，区域发展
更趋协调。2018年前三季度，西部12省市外贸增速为16.3%，
超过全国增速6.4个百分点；中部6省市外贸增速为13.9%，超
过全国增速4个百分点；东北三省外贸增速为12.4%，超过全
国增速2.5个百分点；东部10省市外贸增速为9%。

李魁文表示，今年前三季度外贸当中值得关注的新变
化和新亮点还包括自主发展能力增强，进出口产品结构持
续优化，外贸绿色发展的效果比较明显。例如，国内产业
链长、附加值高的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速达到了13.5%，高出
总体进出口增速3.6个百分点；汽车、金属加工机床出口值
分别增长了 16.3%和 18.7%，化妆品、水海产品进口值分别
增长了 75.1%和 36.9%；固体废物进口量大幅减少，“高耗
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量减少了7.6%等。

外贸“朋友圈”扩大

对于前三季度外贸进出口取得的不俗成绩，李魁文给
出了四个方面的主要原因：

一是国内经济总体平稳、稳中向好。今年以来，我国经济
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多项经济指标总体稳定，带动了
我国进口需求的增加，原油、天然气以及消费品等商品进口
都呈现了增长态势。

二是国际市场布局更加优化。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
进一步提高，广大进出口企业也在积极开拓多元化的出口市
场，我国对外贸易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大。前三季度，我国在
与传统贸易伙伴保持良好增长的同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与非洲、拉丁美洲进出口贸易均保持了较快增长速度。

三是一系列稳定外贸增长措施效应逐步显现。今年以来，
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
境贸易便利化等措施。其中，降低进口增值税税率、降低汽车
及其零部件、日用消费品等进口关税，有效促进了进口增长。

四是外贸增长主要由数量增长推动，也有价格因素拉
动。综合来看，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增长主要为数量拉
动，表明内外需求比较活跃。前三季度，数量增长对进口增长
的贡献为 68.7%，出口数量指数为 104.6，数量增长对出口增
长的贡献为71.7%。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系主任彭支伟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指出，“一方面，中国国内区域协调发展不断推进、
经济转型升级加速进行，东部地区的很多产业向中西部转
移，一批新产业新业态开始涌现；另一方面，在中美贸易摩擦
的影响下，传统贸易品类和出口渠道受到挤压，而‘一带一
路’国家则成为了我国对外贸易的新增长点。”彭支伟说。

经贸摩擦影响可控

在各项贸易数据中，中美贸易数据尤为引人关注。据
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美国进出口 3.06 万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6.5%，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3.8%，美国仍
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9 月份当月，我国对美国进出口
4055.4亿元，增长 13.1%。其中，对美出口 3193.1亿元，增
长16.6%；自美进口862.3亿元，增长1.6%。

“总体来看，中美双边贸易互补性比较强，市场选择已
让两国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中国有
完整的产业链和强大的制造能力，美国市场对中国制造的
产品也有比较强的依赖性。”李魁文说，虽然国际经济贸易
领域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特别是中美经贸
摩擦对我外贸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和冲击，但产生的直
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总体可控。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稍早前也指出，中美作为全球
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经贸摩擦不仅给两国、而且给全世界
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希望美方不要误判形势，停止单边
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回到互利共赢的合作轨道上
来，在平等、诚信、互相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和磋商
解决双边经贸分歧。”高峰强调。

“面对中美贸易摩擦会对我国外贸进出口带来的压
力，我们更需要做好自己的事。对外，我们要坚持互利共
赢的理念，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寻找更多经贸合作伙
伴和贸易机会；对内，我们要坚定攻坚克难的决心，扎实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改善市场迎
营商环境，通过释放企业活力、引导产业升级提高出口竞
争力，最终促进我国外贸更加健康地发展。”彭支伟说。

“稳”外贸 稳得不错
本报记者 王俊岭

“稳”外贸 稳得不错
本报记者 王俊岭

10月12日，国务
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
布会，海关总署相关
负责人介绍了2018年
前三季度进出口最新
情况并就热点问题答
记 者 问 。 据 海 关 统
计 ， 2018 年 前 三 季
度，我国货物贸易进
出口总值 22.28 万亿
元人民币，比去年同
期增长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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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12日电（记者徐
佩玉）12日，国务院扶贫办宣布，今年
10月17日全国脱贫日，将在北京举办
以“深化扶贫改革，凝聚脱贫攻坚合
力”为主题的22个扶贫日系列论坛。

2018 年 10 月 17 日是中国第 5 个
“扶贫日”，也是第26个“国际消除贫困
日”。今年扶贫日期间将举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研讨会，
并连续第3年举办2018年全国脱贫攻
坚奖表彰大会暨脱贫攻坚先进事迹报
告会。10月16日至20日，将在北京会议
中心举办脱贫攻坚展，重点展示河南兰
考、江西井冈山、宁夏闽宁镇、湖南十八
洞村、贵州海雀村和四川纯阳山村等率
先实现脱贫的县镇村的情况及经验。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记
者刘玉龙、刘慧） 中国证监会 12 日
正式发布《上海与伦敦证券市场互联
互 通 存 托 凭 证 业 务 监 管 规 定 （试
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证监会通报称，根据市场相关各
方提出的意见建议，对沪伦通监管规
定征求意见稿作了相应的修改完善，
涉及境内上市公司在境外发行存托凭
证 （GDR） 后的限制兑回期、境外
基础证券发行人在境内发行存托凭证

（CDR） 后实施配股等。
监管规定明确了沪伦通 CDR 发

行审核制度、CDR 跨境转换制度安
排、CDR 持续监管要求、境内上市公
司境外发行 GDR 的监管安排，并强
化监管执法，明确相关市场参与主体
的法律责任。证监会表示，将会同有
关方面继续做好沪伦通相关准备工
作，坚定不移推进我国资本市场对外
开放。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也
将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业务规则。

改革开放40年 中国民航成就瞩目

国际旅客运输量涨了500倍

全国脱贫日将举办22个系列论坛

沪伦通存托凭证业务监管规定发布

成都市委市政府、人民日报海外版指导

成 都 国 际 诗 歌 周 开 幕

金秋十月，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梯田稻谷成熟，层层叠叠，美不胜收。图为10月12日，游客在龙脊梯田观光游览。
潘志祥摄 （新华社发）

金秋龙脊美如画

本报北京10月12日电 （严冰、牛冬娴） 中
国民用航空局12日宣布，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
民航业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快速发展，为国民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航空运输持续快速增长。1978年，全行业旅客
运输量 230万人，世界综合排名仅为第 37位，旅客
运输量在国家综合交通体系中的比重仅为1.6%。截
至 2017 年底，全行业累计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1083
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 5.5 亿人次、货邮运输量
705.9 万吨，分别是 1978 年的 362 倍、239 倍和 110
倍，旅客运输量在国家综合交通体系中的比重已经
从1978年的1.6%上升到2017年的29%。

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
民航通过实行“政企分开”、鼓励新设航空公司等

手段和措施，不断推进民航市场化改革，形成了
主体多元、竞争有序的市场格局。截至目前，我
国共有60家运输航空公司，其中客运航空公司51
家，货运航空公司9家。

航线网络逐步完善。1978年，我国国内航线
仅 150条，经过 40年的高速发展，2017年，我国
国内航线数量已经达到 3519 条 （不含港澳台航
线），是1978年的23.46倍；全年共执行航班389.3
万班，是1978年的85.6倍。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以
北京、上海、广州三大主要枢纽和成都、昆明、
西安、乌鲁木齐等区域枢纽和门户枢纽为核心节
点的轮辐式网络结构以及枢纽之间的空中快线网
络结构。

目前内地与香港间每周有 1954 个定期航班；

内地与澳门间每周航班计划 591 班；大陆与台湾
每周共有1398个航班，进一步推动了两岸往来。

国际航空运输也取得了长足进步。1978 年，
中国民航仅有12条国际航线，国际旅客运输量11
万人。21 世纪以来，民航局鼓励国内航空公司

“走出去”，大胆参与国际竞争。截至 2017 年底，
我国共有 31家航空公司经营 810条国际航线，国
际旅客运输量达5544万人次。在“走出去”的同
时，民航局大胆“引进来”，目前，共有135家外
国航空公司经营自境外 138个城市至我国 56个城
市的 814 条国际航线。同时，国内航空公司也通
过加入国际航空联盟、联合经营、代码共享、投
资合作等一系列方式，提升国际化水平，增强国
际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