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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抓防疫 一手促发展 

粮 食 供 给 短 缺 ？ 多 虑 了
本报记者 邱海峰

近期，部分国家限制粮食出口，
中国粮食供应是否会受到影响？家里
要囤米囤面吗？对此，相关人士指
出，当前，中国粮食连年丰收、库存
充裕，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
全，少量进口主要是为了品种调剂，
即使不进口也不会导致国内粮食供给
短缺。消费者没有必要担心粮食供应
短缺及价格大幅上涨问题，无需集中
批量购买、在家囤积粮食。当然，从
中长期看，中国的粮食产需仍将维持
紧平衡态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根
弦一刻也不能放松。

4月3日，商务部召开应对疫情稳外资
网上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外资司相关
负责人就稳外资相关工作情况作了介绍。

据外贸外资协调机制监测，当前外资
企业复工复产进程加快，截至 3 月 30 日，
8756 家重点外资企业中，66.9%的企业产
能恢复率超过 70%，只有 14.5%的企业产
能恢复率不足 50%。从行业看，制造业外
资企业复工复产较快，超过 7成产能恢复
率达到 70%以上；约 6 成服务业外资企业
营业额达到平时的70%以上。

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宗长青表示，目
前，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经济社
会秩序加快恢复，但疫情在境外呈加速扩
散蔓延态势，对中国吸引外资以及外资企
业复工复产造成了新的负面影响。这些影
响包括：外籍高管、技术人员离境来华受到
更多限制；欧美多地港口关闭、航线停飞；
外资企业所需部分高技术中间件、新材料
面临断供；境外需求下降，订单取消或延
迟，对企业经营发展造成新的冲击等。

针对外资遇到的困难，目前各地纷纷
建立相应工作机制，积极推动外资大项目

建设和落地。例如，浙江省建立省市县三
级重大外资项目专班机制，协调推进 1亿
美元以上重大项目加快实施，并给予要素
保障和倾斜支持；江苏省建立省市推进外
资工作部门协同机制，实施外资大项目

“直通车”制度；上海市充分发挥“企业
圆桌会制度”等机制作用，及时协调解决
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山东省实
施重点外资企业“服务大使”制度，建立
点对点直通包办服务。

宗长青说，下一步稳外资工作，将坚
持改革开放和稳外资相结合、问题导向和
目标导向相结合、促增量和稳存量相结
合、国际和国内工作相结合。具体将在 5
个方面持续发力：

——持续扩大开放稳外资。进一步压
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更大力度地开放市
场。修订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进
一步增补条目，扩大鼓励范围。通过“一
减一增”，继续释放开放信号，增强投资
信心。同时还将深入推进服务业扩大开
放，推动国家级经开区和自贸试验区等开
放平台建设，开放之门将越开越大。

——持续深化改革稳外资。进一步巩
固外资管理体制改革成果，全面取消商务
部门对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和变更事项的审
批和备案，实施好信息报告制度，变事前
管理为事中事后监管，最大限度便利外商
投资。

——持续优化环境稳外资。持续开展
法规文件“立改废”，营造更加稳定公平
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落实公平竞争
制度，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适用国家各
项支持政策，平等参与政府采购和标准制
定工作。修订外资企业投诉工作办法，完
善投诉工作规则，加大外商合法权益保护
力度。

——持续提升服务稳外资。建立健全
外商投资服务体系，开展“全覆盖”服
务，既要推动解决企业反映的普遍共性问
题，也要开展“一对一”服务，处理“个
性化”诉求。要让每一家外资企业都能享
受到政府高效、便捷、优质的服务。

——持续落实政策稳外资。下一步，
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地区在抓政策落
实上下功夫，加强宣传解读，让外资企业
应知尽知、应享尽享，确保国家和各地近
期出台的应对疫情助企纾困政策，对外资
企业一视同仁、平等适用，打通政策落实

“最后一公里”。
“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没有

变，中国超大市场规模的强大磁吸力没有
变，在产业配套、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
方面的综合竞争优势没有变，外商长期在
华投资经营的信心没有变。我们相信，通
过抓好以上 5项工作，一定会有越来越多
的外商来华投资兴业。”宗长青说。

商务部外资司负责人表示

一定会有更多外商来华投资兴业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本报北京 4 月 3 日电
（记 者严冰） 中国有鸟类
1445种，约占世界鸟类种数
的1/6。近年来中国已构建起
主管部门主导、社会参与、
多方合作、共同保护的鸟类
保护新机制，保护成效显著。

这是记者 2日从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了解到的。该局
有关负责人说，长期以来，
中国积极推进鸟类保护工
作，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
实施濒危鸟类保护工程等，
加强鸟类栖息地和迁徙停歇
地的保护，维护鸟类种群种
源，并重点开展人工繁育、

驯养和野化放归，加强濒危
鸟类保护。

朱鹮由最初的 7只增加
到 4000多只。中国最大的丹
顶鹤人工繁育与野化研究基
地——扎龙自然保护区，人
工繁育丹顶鹤超过 1000只，
有350只融入了野生种群。中
国顺利完成了世界首例中华
秋沙鸭人工繁殖，确保种群
数量稳定增长。

本报北京4月 3日电 （记
者徐佩玉） 为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促进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
支持力度，降低社会融资实际
成本，中国人民银行 3 日决定
对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
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
和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
城市商业银行定向下调存款准
备金率 1 个百分点，于 4 月 15
日和 5 月 15 日分两次实施到
位，每次下调0.5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
表示，此次定向降准可释放长
期资金约4000亿元，平均每家
中小银行可获得长期资金约 1
亿元，有效增加中小银行支持
实体经济的稳定资金来源，还
可降低银行资金成本每年约60
亿元，通过银行传导有利于促
进降低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实
际利率，直接支持实体经济。

该负责人表示，此次定向
降准分两次实施到位，防止一

次性释放过多导致流动性淤
积，确保降准中小银行将获得
的全部资金以较低利率投向中
小微企业。此次降准后，超过
4000家中小存款类金融机构的
存款准备金率已降至6%。

中国人民银行同日决定自
4 月 7 日起将金融机构在央行
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从 0.72%
下调至 0.35%。这是自 2008 年
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从 0.99%
下调至0.72%后的首次调整。

央行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1个百分点

中国鸟类种数约占世界1/6

▲春耕时节，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早稻开始栽插，农民抓住有利天气
加紧耕田抢插，开展早稻生产工作，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春耕景象。图为
都昌县蔡岭镇杨湾村农民在田间机插早稻。 傅建斌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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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如皋市各家米厂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开足马
力进行生产，确保防疫期间大米供应。图为如皋市白蒲镇一家米面厂内，
工人们在进行大米的加工生产和包装入库。 徐 慧摄 （人民视觉）

▲目前，重庆按照统一部署完成了储备粮增储任务，除政府储备以
外，还有数量充足的企业商业库存。图为4月3日，重庆市民在一家超市
的粮食销售区域内选购大米。 新华社记者 刘 潺摄

▲为减少疫情带来的影响，大庆油田坚持分区分级、突出重点领域，建立起与疫
情防控相适应的生产经营秩序。与此同时，推动各环节协同复工复产，重新调整原油
产量运行安排，突出产量恢复。图为大庆油田井下作业分公司修井107队员工在操作
液压猫道。 范迎春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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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为各家复工复产
的外资企业提供政策咨询、稳岗招聘、供
应链疏通等服务措施，进一步坚定外企发
展信心，目前全区646家外资企业订单生
产工作有序开展。图为在即墨区的青岛京
信电子有限公司，工人正生产出口到韩国
的汽车线束产品。

梁孝鹏摄 （新华社发）

进口占比小

“近年来，中国政府实施积极主动的进口政策，不断增
加包括谷物在内的食品农产品进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消费升级需求。”商务部外贸司二级巡视员刘长于介
绍，2019年中国进口谷物1047万吨，出口276万吨，谷物
净进口量占全国生产量和消费量的2%左右。

这部分进口如受影响，粮食供给有保障吗？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对记者分析，中国
粮食生产已实现历史性的“十六连丰”，连续 5 年稳定在
1.3万亿斤以上，其中稻谷和小麦处于产大于需的状态，完
全可以自给，进口主要是为了品种调剂。从供应的角度来
说，即便是不进口，国内的粮食供应也基本不会受到影
响。“对此，我们完全没必要担心！”

库存方面，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口粮年均消费量为 2
亿多吨，2019年全国小麦、玉米、大米三大主粮库存结余2.8
亿多吨，这意味着库存可以满足1年以上的消费需求。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指出，目前国内粮油市
场较为活跃，市场主体多元，纳入统计范围的粮油加工企业每
天可加工稻谷30亿斤、小麦16亿斤。总体看，物流配送、供应
投放网络健全，粮油产品供给有可靠保障。“个别国家限制出
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
有能力保障国内粮食供应。过度恐慌、抢购粮油，大可不必。”

货足价也稳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粮食市场供应情况如何？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副司长王斌介绍，疫情发生以来，

商务部会同有关地方和部门完善工作机制，确定了一批保
供骨干企业、落实保供货源、畅通调运渠道，加强产销对
接，各地批发、零售市场大米、面粉、食用油货源充足，
价格稳定。

建立粮油供应联动保障机制。建立湖北与湖南、河
南、安徽、江西等周边五省粮油供应联动保障机制，加
强对毗邻省份和在地央企的统筹调度，保障湖北武汉等
疫情严重地区粮油供应。湖北省、武汉市等重点地区和
城市大米、面粉、食用油等库存量可满足 30 天以上消费
需求。

发挥成品粮作用。适时调整地方储备原粮轮换节奏，
加大轮出力度；用好用活大米、面粉等小包装成品粮储
备，及时增加市场供应。北京、天津、四川、贵州等省市
多措并举提高成品粮源保障能力。安徽、福建、新疆等省
区督促指导各地市增加成品粮油库存。

粮油企业复工复产向好。截至 4 月 1 日，37 家粮油保
供协作机制重点加工企业已全部开工，5388家全国粮食应
急加工企业已复工 4649 家，小麦日加工能力达到 46.5 万
吨，稻谷日加工能力达到48.7万吨。

丰收有基础

王斌指出，长远来看，当前全球粮食供给总体过剩，
世界粮供低位运行，但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有关国家出
台出口禁令主要为了优先满足国内粮食供给需要，大多数
粮食出口国不一定会跟风效仿。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王辽卫认为，主要出口
国采取限制出口措施，可能会加剧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的波
动，但对目前中国粮食市场的影响不大，有利于消化不合
理粮食库存，减轻国内部分粮食品种库存压力。

就粮食生产而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
刘莉华指出，今年，小麦的面积基本稳定，越冬期气候
条件总体有利，加之春季田管比较到位，目前小麦的苗
情长势好于上年也好于常年，一二类苗比例比上年提高
3.5 个百分点，夏粮丰收很有基础。“夏粮是全年粮食生
产的第一季，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生产超过 1/5，夺取
夏粮丰收对保障粮食的稳产保供、提振全社会的信心至
关重要。”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稳政策、稳面积、稳产
量’，各地各部门陆续推出多项政策措施，如提高早籼稻和
中晚籼稻最低收购价、加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惠农力
度等，落实好这些助农政策，今年的粮食产量仍有望延续
过去5年的稳定势头，实现丰收。”叶兴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