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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2 月 29 日电 （记者李
婕） 中国贸促会日前发布报告显示，
2024 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平
稳发展，超八成受访企业扩大和维持
对外投资意向，超九成受访企业对中
国对外投资前景持较为乐观态度。

为及时跟踪分析中国企业对外投
资情况，自 2008 年开始，中国贸促会
每年编发《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
意向调查报告》。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
人孙晓在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
绍，《报告》显示，全年中国企业对外投
资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和趋势。

从地域看，企业对外投资优先选
择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从行业看，五
成企业对外投资优先选择制造业，近
三成企业优先选择批发和零售业。从
目的看，近七成企业对外投资目的为

开拓海外市场，近四成企业为提升品
牌国际知名度，超三成企业为降低生
产经营成本。从成效看，超六成企业对
外投资收益率增加或保持稳定。

从货币选择看，超六成企业考虑
使用人民币开展对外投资，超八成企
业使用人民币开展对外投资的意愿增
强。从出海意向看，近五成企业有“抱
团出海”意向，近七成企业“抱团出海”
对象是产业链上的上下游企业。

从社会责任看，87.5%的企业在东
道国履行了社会责任，82.2%的企业表
示其在东道国履行社会责任的效果基
本满足预期。从出口促进看，近七成企
业在开展对外投资后增加了对东道国
的出口贸易额，其中超三成企业扩大
了对东道国关键设备、原材料的出口。

在对外贸易方面，日前发布的全

国贸促系统商事认证数据也显示，广
大外贸主体积极“走出去”开拓海外
市场。

2024 年 11 月，全国贸促系统累
计签发原产地证书、ATA 单证册、商
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 65.1 万份，较上
年同比增长 10.02%，“反映当前我国
外贸运行总体平稳，全年可望平稳收
官，实现质升量稳目标。”孙晓说。

原产地证书签发情况是对外贸易
的“晴雨表”。11 月，全国贸促系统
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为 74.11 亿
美元，同比增长 27%；签证份数为
23.67 万份，同比增长 38.47%；办证
企业 2.66万家，同比增长 20.76%。

11 月，全国贸促系统 RCEP 原产
地证书签证金额为 7.46 亿美元，同比
增长 30.85%；签证份数为 26759 份，同

比增长 34.14%；办证企业 4095 家，同
比 增 长 18.94%，出 口 目 的 国 包 括 日
本、韩国、印尼、越南等 11 个成员国，
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更加积极主动利用
RCEP 政策红利。

ATA 单证册是为暂时进出境货
物专门创设的海关通关文件，被称为

“货物通关护照”。11 月，全国贸促
系统签发相关 ATA 单证册涵盖货值
约 1.92 亿元，同比增长 2.67%；办证
企业 451 家，同比增长 126.63%。全
国 贸 促 系 统 商 事 证 明 出 证 量 57625
份 ， 同 比 增 长 4.62%， 办 证 企 业
14570 家，同比增长 5.88%。

“这表明，尽管在当前不确定性
增加、不稳定性增多等一系列因素影
响下，我国对外贸易仍展现较强韧性
和活力，广大外贸主体积极‘走出
去’开拓海外市场。”孙晓表示。

据介绍，11 月，商事认证“绿
色通道”共受理 6 家企业申请，平均
为每家企业参与相关国家重要项目节
约 9 天宝贵时间，增强了我国企业在
海外市场的竞争力，希望更多企业关
注并利用。

超八成受访企业扩大和维持对外投资意向——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平稳发展

本报北京 12 月 29 日电 （记者
徐佩玉） 中国人民银行、农业农村
部、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召开金融
服务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会议。会议强
调，金融系统和农业农村部门要扎实
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持续提升金
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和水平。

此次会议明确了多项工作任
务。要围绕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
保供做好金融服务，以高标准农田
和水利建设、现代设施农业等重大
项目为抓手，加大农业农村基础设
施中长期信贷投放，加大对农业重
大科研项目和领军企业的支持力
度，统筹支持县域富民产业、乡村
建设等重点领域，提升“三农”领
域信贷产品适配性。持续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积极谋划过渡期结
束后的常态化金融帮扶机制。探索

差异化融资服务模式，增加信用贷
款供给，推广农业设施、活体畜禽
等抵质押贷款。实施好创业担保贷
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支持
农民致富增收。强化体制机制创
新，深化金融科技赋能，健全层次
分明、优势互补、有序竞争的农村
金融服务体系。健全多层次农业保
险体系，实施好粮食种植保险，持
续推进农业保险精准投保理赔，增
强农业保险保障能力。

同时，要强化支农支小再贷
款、再贴现、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
政策工具运用。加强金融与产业、
财政等政策联动，发挥好政府性融
资担保机构的融资增信和风险分担
作用。推动涉农信息共享运用，加
快农村产权交易和融资服务平台建
设应用，搭建银企精准对接桥梁。

三部门明确多项任务

扎 实 做 好“ 普 惠 金 融 ”大 文 章

本报北京 12 月 29 日电 （记者
汪文正） 记者日前从国家税务总局
获悉，今年前 11 个月，民营企业
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 1 万亿元，占
比 71.3%；民营企业享受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
加计抵减两项支持科技创新的主要
税收优惠政策减税 6991 亿元，占
比 71.2%；民营企业享受留抵退税

金额 2691 亿元，占比 70.4%。
为确保经营主体对税费优惠应

知尽知、愿享尽享，税务部门持续优
化“政策找人”工作机制，依托税收
大数据，智能匹配优惠政策与适用
对象，分时点、有重点地开展政策精
准推送。前 11 个月，国家税务总局
已累计向近 4 亿户（人）次纳税人缴
费人精准推送税费优惠政策。

前 11 个月

民企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1万亿元

据 新 华 社 上 海 12 月 29 日 电
（记者周心怡） 29 日，“爱达·魔
都号”邮轮的跨年航次自上海启
航，这是“爱达·魔都号”自今年
1 月 1 日首航以来第 84 次停靠上海
吴淞口母港，同时接待旅客数正式

突破 30万。
据悉，跨年航次将历时 6 天 5

晚，船上将举办四小时不间断的
缤纷派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演出
团队将呈献融汇东西文化的精彩
演出。

“爱达·魔都号”接待旅客数突破30万

日前，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 《2025 年
关税调整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专家表示，此次调整降低了部分原
材料、药品、设备及零部件等的进口关税，并对
协定税率、税则税目进行调整，有利于增加优质
产品进口，扩大国内需求，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935 项商品低于最惠国税率

2025 年，中国将对 935 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
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

一是支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
降低环烯烃聚合物、乙烯-乙烯醇共聚物、救火车
和抢修车等特殊用途车辆的自动变速箱等的进口
关税。二是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降低环硅
酸锆钠、CAR-T 肿瘤疗法用的病毒载体、外科植
入用镍钛合金丝等的进口关税。三是推进绿色低
碳发展，降低乙烷、部分再生铜铝原料的进口
关税。

比如，种用牛蒡、种用甜玉米、乳基特殊医
学用途婴幼儿配方食品、椰子或干椰肉的油渣饼
及其他固体残渣 2025 年最惠国税率为 5% 至 15% 不
等，调整后 2025 年享受的暂定税率均降为零。

此外，《方案》 根据国内产业发展和供需情况
变化，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范围内，提
高糖浆和含糖预混粉、氯乙烯、电池隔膜等部分
商品的进口关税。

这些调整顺应了中国经济自身发展需求。中
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资深首席专家黄永
和说，《方案》 针对汽车产业链上下游商品的税目
和税率进行调整，在保障中国汽车产业链供应链
安全稳定供给的同时，有助于提升中国汽车产业
关键环节的国际竞争力。

在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信息与市场部
副主任范敏看来，乙烷、环烯烃聚合物、乙烯-乙
烯醇共聚物等几类产品，都是目前国内石化行业
非常重要的基础原料。《方案》 降低了进口关税成
本，有利于鼓励绿色低碳工艺的应用或下游高技
术高性能产品的发展壮大。

继续给予 43 国零关税待遇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方案》 还体现出中国
作为贸易大国的责任担当。

为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2025 年继续给予 43 个与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
100% 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同时，中国继续根据
亚太贸易协定以及与有关东盟成员国政府间换文

协议，对原产于孟加拉国、老挝、柬埔寨、缅甸
的部分进口货物实施特惠税率。

协定税率方面，2025 年，中国对 24 个自由贸
易协定和优惠贸易安排项下、原产于 34 个国家或
者地区的部分进口商品实施协定税率。其中，中
国—马尔代夫自由贸易协定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生
效并实施降税，未来完成最终降税后，双方接近
96% 的税目将实现零关税。

“2024 年 12 月 1 日，我国开始对原产于同我国
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的 100% 税目产品适用关税税
率为零的特惠税率。2025 年，我国继续实施这一
单边开放政策。同时，相比于 《2024 年关税调整
方案》，我国自 2025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自贸协
定和优惠贸易安排从 20 个增加到 24 个，涵盖的原
产国家和地区从 30 个增加到 34 个。这些改变意味
着我们的外贸朋友圈正不断扩大。”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教授崔凡对本报记者说。

崔凡表示，作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税法》
生效后的首次年度关税调整方案，《方案》 对标了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
边开放”“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
络”等要求，体现了中国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姿态。

推进税则体系科学化规范化

值得注意的是，《方案》 在 2025 年还增列纯电
动乘用车、杏鲍菇罐头、锂辉石、乙烷等本国子

目，优化椰子汁、制成的饲料添加剂等税目名称
的表述。调整后，税则税目总数为 8960 个。同时，
新增干紫菜、增碳剂、注塑机等本国子目注释，
优化白酒、木质活性炭、热敏打印头等本国子目
注释的表述。

“总体看，这次关税调整具有灵活精准的特
点，降低了部分关键设备和零部件、药品和医疗
器械、资源能源品等的进口暂定税率。调整或取
消了我国已经具有一定生产能力和竞争力产品的
进口暂定税率。”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所研究员高凌云说，相关调整举措对于中国扩大
开放、产业升级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实践层面，有关部门也积极推出一系列配
套举措。12 月 29 日，海关总署出台了新一轮支持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16 项措施。其中，协同地方
政府持续推进生物医药研发用物品进口“白名单”
试点并探索“白名单”跨区域互认，研究推进在浙江
义乌开展进口日用消费品正面清单管理制度试点，
构建长三角地区进境粮食入境港、中转港、目的地
海关“信息互通、执法互助、结果互认”协作机制等
举措，均有助于更好服务优质商品进口。

多位专家表示，随着中国主动开放力度加大、
优质产品来华
利好增多，越
来越多海外市
场主体有望从
中国的进口中
获益。

2025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调整部分商品关税税率税目——

优质产品来华再迎利好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本报北京 12 月 29 日电 （记者
邱海峰） 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公布
的 2024 年 9 月末中国外债数据显
示，2024 年三季度，我国外债规
模略有下降，结构保持稳定。

具体数据看，截至 2024 年 9 月
末，我国全口径（含本外币）外债余
额为 25169 亿美元，较 2024 年 6 月
末下降 284 亿美元，降幅 1.1%。从币
种结构看，本币外债占比 50%，较
2024 年 6 月末上升 1 个百分点；从
期限结构看，中长期外债占比 43%，
较 2024 年 6月末下降 1个百分点。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李斌
说，受外币融资成本相对较高等因
素影响，2024 年第三季度末，本
币外债余额环比上升 1.9%，外币
外债余额环比下降 3.9%，带动全
口径外债余额整体略有下降。

李斌预计，我国外债规模将继
续保持稳定。从外部环境看，外币
融资成本有望逐步下降；从内部环
境看，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
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
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这都有助
于我国外债规模继续保持稳定。

中 国 外 债 规 模 继 续 保 持 稳 定

近年来，四川
省南充市高坪区
依托中欧班列，打
造“家门口”的免
税店，将 20多个国
家的千余种商品
带到市民身边。图
为市民在高坪区
川东北金融中心
的俄罗斯商品馆
选购进口商品。

杨  波摄  
（人民视觉）  

12 月 28 日，第
四代自升自航式风
电安装船“铁建风
电 2000”在中集来
福士山东烟台建造
基地交付。该船装
备 了 起 吊 能 力 达
2000 吨 的 全 回 转
起重机，可在水深
80 米的海域进行
20 兆瓦以上各型
海上风机的安装施
工。图为试航中的

“ 铁 建 风 电 2000”
海上风电安装船。

唐  克摄  
（新华社发）  

12月28日，潜江龙虾冬捕活动在湖北省潜江市举行。小龙虾产业是
潜江市优势特色产业，近年来，潜江市通过技术攻关，有效弥补了冬季无
鲜活虾的短板，帮助农民提升养殖效益。图为虾农在潜江后湖虾稻共作
立体模式试验示范基地捕捞小龙虾。 新华社记者  胡竞文摄  

12 月 28 日，位于安徽芜湖三山经济开发区的中联农机芜湖事业
部，第1万台小麦收割机下线，标志着芜湖现代农机产业发展迈上新台
阶。近年来，中联农机不断推动农机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转型升级，助力农业机械产业高质量发展。 程依宝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