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3要闻·财经2024 年 11月 23日  星期六
责编：聂传清  廖睿灵  　　邮箱：hwbjjb@163.com

为促进外贸稳定增长，巩固和增
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近日，国务院
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促进外贸稳
定增长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

《政策措施》）。
当前外贸形势如何看待？出台新

政策有哪些考虑？将从哪些方面发力？
11 月 22 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
风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解读。

解决外贸企业实际困难

今年前 10 个月，中国外贸进出
口总值达 36 万亿元，与去年同期相
比增长 5.2%，中国出口在全球市场
上的份额基本保持稳定。“我国对外
贸易发展整体保持了质量提升、数量
稳定的良好发展势头。”商务部国际
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王受文说。

出台 《政策措施》 主要有哪些考
虑？一方面，应对国际贸易形势变
化；另一方面，推动解决外贸企业面
临的实际困难。

“最近几年，全球化遭遇逆流，
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王受文介绍，
1995 年至 2014 年这 20 年中，全球贸
易增速是全球 GDP 增速的 2 倍多，
但过去 10 年，全球贸易增速比全球
GDP 增速还要低。商务部对外贸企
业经营情况的调研中，企业反映出口
信用保险覆盖面需进一步扩大，中小
企业外贸融资遇到了一些困难，海运
运输方面也存在瓶颈，出台政策正是
为了推动解决这些问题。

据介绍，《政策措施》 共包含 9
条措施，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扩大出
口信用保险承保规模和覆盖面；加大
对专精特新“小巨人”和“隐形冠
军”企业的承保支持力度；加强外贸
领域信贷投放，加大对中小微外贸企
业的融资支持等。

——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促进

跨境电商发展；推进海外智慧物流平
台建设；探索建设跨境电商服务平
台，为企业提供海外的法务、税务资
源对接服务等。

——强化外贸企业服务保障。吸
引并且便利商务人员的跨境往来，稳
妥推进与更多国家商签互免签证协
定；支持外贸企业与航运企业加强战
略合作等。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外贸稳定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有力
支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是 《政策
措施》 的一大看点。

今年以来，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进
一步降低。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分别下行 0.35 和 0.6
个百分点，引导包括外贸企业在内的
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显著下降。

“我们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外贸
企业的支持力度。”中国人民银行国

际司负责人刘晔介绍，比如，持续加
大低碳转型的融资支持力度，引导金
融机构加大对符合条件的外贸企业设
备更新、绿色技术改造的信贷支持。
截至今年三季度末，绿色贷款余额
35.75万亿元，同比增长 25%。

此外，相关部门持续提升企业汇
率风险管理服务；持续优化跨境人民
币结算环境，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
平。前三季度数据显示，企业外汇套
保比率为 27%，新增的汇率避险“首
办户”超过 3.2 万家，中小微企业规
避汇率波动风险能力得到进一步提
高；货物贸易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
8.9 万亿元，同比增长约 15%，占同
期货物贸易本外币跨境收付金额的比
重达 26.5%。跨境人民币业务服务实
体经济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降低了
外汇市场波动对企业的影响。

“我们将持续加大金融支持稳定
外贸发展的力度，推动对外贸易持续
向好。”刘晔说。

促进新业态创新发展

创造更加高效、便捷、可预期的
通关环境，全力支持外贸企业降成
本、抓订单、拓市场……海关在助力
外贸企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次
出台的 9 条措施，很多也与海关工作
密切相关。

海关总署综合业务司负责人林少
滨表示，海关将抓好重点工作，推动
政策措施落实落细——

促进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创新发
展。前三季度，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
达到 1.88 万亿元，增长 11.5%，已经
成为外贸发展新动能。海关将继续深
化跨境电商海关监管综合改革，促进
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此外还将继续
支持保税维修、边民互市贸易创新发
展，进一步激发外贸增长活力。

促进特色优势农产品出口。一直
以来，海关加大企业对外官方注册的
推荐力度、设立鲜活易腐农产品属地
查检绿色通道、帮助企业积极应对国
外不合理贸易限制措施，助力农产品

“走出去”。
促进能源资源等产品进口。海关

将持续优化“先放后检”“检验结果
采信”等便利措施，特别是近期推出
深化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
验模式改革，指导企业用好各类税收
优惠政策，更好地服务高新技术设备
和能源资源等产品“引进来”。

“我们将不断提升海关监管服务
的温度和精度，持续助推外贸质升量
稳。”林少滨说。

应对国际贸易形势变化、解决外贸企业实际困难，9条措施出台——

助 企 纾 困 稳 外 贸
本报记者  李  婕

本报北京 11 月 22 日电 （记者
李婕）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0 部门联
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服
务保障工作的意见》，进一步促进
农民工高质量充分就业，推动农民
工市民化高质量发展。

意见明确稳定和扩大农民工就
业，坚持外出就业与就地就近就业
并重，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工就业渠
道。优化场地、金融、税收等政
策，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聚焦农
民工求职意愿和技能培训需求，发
挥行业企业、院校、公共实训基地
等作用，加强农民工技能提升。

意见强调维护农民工劳动保障
权益，督促企业遵守劳动合同、劳
务派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
护等有关制度，规范企业用工管
理。完善根治欠薪长效机制，加强
农民工工资争议速裁庭、农民工法
律援助“绿色通道”等建设，依法
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等权益。推动
农民工参加养老、医疗、失业、工
伤等社会保险，维护其社保权益。

意见提出促进进城农民工均等
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进一步放
开放宽城镇落户限制，推动有意愿
的进城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并保障
进城落户农民工合法土地权益。

10 部门发布意见

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

本报北京 11 月 22 日电 （记者
汪文正） 记者 22 日从国家税务总
局获悉，今年前三季度，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小微企业”）
享受税费减免 9461 亿元，同比增长
6.7%。税收数据显示，在一系列政策
支持下，全国小微企业税负明显减
轻，经营持续向好，活力有效释放。

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
度，小微企业税负为 1.65%，同比
下降 9.6%。其中，主要行业税收

负担显著减轻，占比约四成的批发
零售业税负为 1.09%，较 2019 年下
降 26.6%。建筑业、制造业等劳动
密集型行业，税负分别为 1.67% 和
2.56%， 较 2019 年 下 降 19.8% 和
16.3%。住宿餐饮、交通运输、居
民服务、教育、卫生等民生领域税
负 大 幅 下 降 ， 较 2019 年 降 幅 在
40% 左右。软件信息、文体娱乐、
科学研究等国家支持发展的现代服
务业税负较 2019 年降幅均超 30%。

前三季度

小微企业享受税费减免9461亿元

本报北京 11 月 22 日电 （记者
廖睿灵）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
至 10 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约 31.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4.5%。其
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 7.9 亿千
瓦，同比增长 48%；风电装机容量约
4.9亿千瓦，同比增长20.3%。

1 至 10 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
平均利用 2880 小时，比上年同期
减少 128 小时；全国主要发电企业
电源工程完成投资 7181 亿元，同
比增长 8.3%；电网工程完成投资

4502 亿元，同比增长 20.7%。
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

及交易方面，截至 10 月底，全国累
计核发绿证 35.51 亿个。其中，风电
13.23 亿个，占 37.25%；太阳能发电
6.81亿个，占19.18%；常规水电12.77
亿个，占 35.97%；生物质发电 2.64亿
个，占 7.44%；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
567 万个，占 0.16%。截至 10 月底，全
国累计交易绿证 3.84 亿个（其中随
绿电交易绿证 1.95亿个），全社会绿
色电力消费水平快速提升。

前 10 月

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同比增长14.5%

本报北京 11 月 22 日电 （记者
王俊岭） 记者日前从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获悉，三季度末，银行
业金融机构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
余额 79.8 万亿元，其中单户授信
总额 1000 万元及以下的普惠型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 32.6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4.7%。

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总体稳
定，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
率 1.56%，较上季末基本持平。风

险抵补能力整体充足，三季度末，
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余额为 7.1
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 830 亿元；
拨备覆盖率为 209.48%，较上季末
上升 0.16 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商
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 1.9万亿元。

前三季度，保险公司原保险保
费 收 入 4.79 万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7.2%；赔款与给付支出 1.73 万亿
元，同比增长 23.8%；新增保单件
数 784亿件，同比增长 46%。

三季度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长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 11 月
22 日表示，10 月份，消费品以旧换
新及一揽子增量政策效应加快释放，
消费市场增速明显加快。据国家统计
局数据，10 月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 额 4.54 万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4.8%，

增速比上月加快 1.6 个百分点。1 至
10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9.9 万
亿元，同比增长 3.5%，增速比 1 至 9
月回升 0.2 个百分点。总体看，10 月
份中国消费市场呈现商品消费增速加
快、服务消费潜力释放、网络零售较

快增长、城乡消费同步增长等特点。
“10 月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24%， 城 镇 消 费 品 零 售 额 3.93 万 亿
元，以旧换新政策效能持续显现，限
额以上单位汽车、家电、家具零售额
同比分别增长 3.7%、39.2% 和 7.4%。”
该负责人说。

值得注意的是，11 月初，商务
部会同相关部门、城市和行业协会，
启动了中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精品消
费月活动，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成效。

精品消费月期间，北京餐饮品牌
和门店推出数百项美食体验活动，重
点商业企业和平台在线上线下联动推
出“店庆嘉年华”“节日礼遇季”等
活动。在重庆解放碑，“国际名品
展”展出来自意大利、乌拉圭、俄罗

斯、白俄罗斯、乌拉圭、泰国等国的
特色产品，同时与渝中各大商业综合
体联动，为消费者们呈现一场购物盛
宴。广州市联手各大平台，以“国
补+平台补+厂商补”的三重叠加补
贴呈现空前的优惠力度，掀起消费热
潮。相关数据显示，今年“双 11”
购 物 节 期 间 ， 广 州 市 网 络 零 售 额
1678.8 亿元，同比增长 11.6%，其中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化妆品类、日
用品类网络零售额分别为 477.1 亿元、
280.1亿元、207.7亿元。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咏前介绍，
近期消费市场主要呈现首发经济亮点
突出、商品消费平稳增长、服务消费活
力十足、新型消费蓬勃发展等特点。

“各地聚焦国际精品、国货潮品、
老字号品牌等，举办丰富多彩的首
发、首秀、首展活动，新开了一批首
店、旗舰店、概念店，为消费市场注
入了新动力。各地会同相关行业协
会，组织商超、购物中心、奥特莱斯
等零售企业开展各类惠民消费活动，
激发市场活力。据商务大数据监测，
11 月上旬，重点监测零售企业家电、
通讯器材、服装销售额分别同比增长
45%、28% 和 6%，部分老字号产品销售
翻番。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重点监
测的电商平台上油烟机、燃气灶等品
类增长领先。”何咏前说，随着精品
消费月活动深入开展，消费品以旧换
新及一揽子增量政策进一步显效，预
计 消 费 市 场 将 继 续 保 持 回 升 向 好
态势。

一揽子增量政策效应加快释放——

消费市场继续保持回升向好态势
本报记者  王俊岭

进入第四季度，江苏如皋高新区 （如城街道） 各工业企业锚定全年目
标抢效率、忙生产，掀起四季度工业生产热。图为日前，在位于如皋高新
区 （如城街道） 的江苏瀚皋机械有限公司，工人在加紧生产一批出口欧洲
的汽车配件。 徐  慧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盘
活文旅市场，在剑门关镇打造集特色
餐饮、文化体验、礼品展销等于一体
的夜间集市，丰富夜间经济消费业
态，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图为近
日，人们在剑阁县剑门关镇夜间集市
感受夜间经济活力。

游  青摄 （人民视觉）  

11 月 22 日，由铁
建重工、水电六局联
合打造的“江汉新石
器号”隧道掘进机在
长沙下线。据了解，
这台掘进机整机长约
175 米 ， 总 重 约 3000
吨，开挖直径达 11.93
米，将应用于南水北
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
图为当日在铁建重工
长沙第一产业园，工
人在调试“江汉新石
器号”隧道掘进机。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以“你好！中国”为主题的2024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11月22日在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开幕。交易会共设置6个专题展区，包括国内文
化和旅游展区、文化旅游科技展区、文博创意展区、入境旅游便利化
和旅游服务展区、文化和旅游体验区、海外文化和旅游展区。图为当
日参观者在安徽省展台体验吹糖人。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有标准化橘园18万亩。该区加速推进柑橘产
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迈进，种植的柑橘俏销国内市场，并出
口到俄罗斯、泰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图为11月22日，夷陵区星翔
农产品专业合作联社的柑橘加工车间内，工人在包装“夷陵红”柑橘
供应市场。 张国荣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