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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2 月 23 日讯 记者梁图强报道:商务部
日前在北京发布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
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与投资合作相关的基本信息，支
持我国企业积极稳妥地开展对外投资合作业务。

《指南》 覆盖全球 165 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
地区涵盖了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的绝大部分业务，是我国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接工程承包项目、对外提供
劳务服务的主要市场。据商务部统计，2011 年,中国企
业在这 165 个国家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中
国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84.9%、非金融类年末投资
存量占 87.8%、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占 97.6%、完
成营业额占 97.9%、派出各类劳务人员数量占 95.7%、
年末在外人员数量占 97.9%。

《指南》 以投资目的国 （地区） 有关法律法规、官
方统计数据和其他信息为依据，针对我国走出去企业的
特点，介绍投资目的国 （地区） 与投资合作有关的基本
信息，客观反映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情
况，并指出我国企业在投资目的国 （地区） 开展业务可
能遇到的问题，给企业以必要的提示和建议。

据介绍，此次发布的《指南》在前版基础上更新了各
国（地区）政治局势、经济数据、政策法规、商务环境等方
面的信息，增加了有关国家（地区）特殊经济区域政策、环
境保护的核心与标准等内容，有助于企业把握各国（地
区）市场机会，了解投资合作环境，减少决策的盲目性。

本报北京12月23日讯 记者沈慧从第二届中国创
意产业峰会上获悉：今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有望达到
16000亿元左右，维持 18%至 20%的年均增速。

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创意产业联
盟副主席张晓明在峰会上表示，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增
加值年均增长速度超过 20%，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
逐步增加，初步显现出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潜
力。其中，北京、上海等地文化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均达到 5%以上，已成为当地新的支柱性产业。本
次峰会围绕“创意产业与生态文明”、“文化与科技结合
促进创意产业升级”、“资本融合推动创意产业发展”等
主题展开了论述交流，同时对本年度优秀文化创意产业
进行了表彰。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中国银行与宝钢集团日
前签署全球现金管理服务总体框架协议。作为“跨国公
司总部开展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的首批企业之一，宝
钢集团将通过中国银行全球现金管理平台实现外汇资金
集中管理。

宝钢集团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过程中，通过全球外
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有利于利用境内外金融市场,提升
资金管控水平、增强抵御风险能力。此次两家企业的合
作也是中国外汇资金管理创新的有益尝试，迈出了上海
跨国公司总部资金便利化运作的重要一步，有助于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建设。

商务部发布指南

助企业规避对外投资风险

今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将达 1.6 万亿元
维持 18%至 20%的年均增速

中银与宝钢签署现金管理协议中银与宝钢签署现金管理协议

12 月 23 日，工人登上德大铁路龙居黄河特大桥桥梁

准备高空作业。位于山东省东营市黄河入海口龙居镇的

德大铁路龙居黄河特大桥 24 日将完成合龙，该桥是德大

铁路建设中的攻坚点，最大跨度达 180 米，是黄河流域跨

度最大、长度最长的铁路钢结构桥梁。

新华社记者 何俊昌摄

德大铁路龙居黄河特大桥合龙

本报讯 记者亢舒报道：为推进建设工程企业资质
申报和审批电子化进程，减轻企业负担和社会成本，提高
资质审批效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决定在上海、山东、河
南 3 地区开展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网上申报和审批系统试
点工作。据了解，此次试点专业为工程监理资质和工程
招标代理机构资格。

通知明确，试点地区工程监理企业、工程招标代理机
构资质资格申报与审批的范围和程序不变。2012 年 12
月 25 日起，上海、山东的工程监理企业、工程招标代理机
构申报资质资格，均须通过新系统申报；河南从 2013 年
1月 25日起，须通过新系统申报。

通知强调，试点地区要加强电子化申报材料真实性
查验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将进行抽查，对存在弄虚作
假行为的企业，按照《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申报弄虚作假行
为处理办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三省市将开展试点

工程企业申报资质将上网

从东海之滨的江苏农垦，到天山脚下
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一望无际的海南
天然橡胶林，到肥沃黑土地上的黑龙江垦
区，我国现代农业的“农垦答卷”生动璀璨。

“我国农垦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今年农
垦系统粮食生产实现‘九连增’，预计总产
超过 670 亿斤，比上年增产 30 多亿斤；粮
食平均亩产达 475 公斤，比上年提高 12 公
斤。其他主要农产品的增产幅度也在 5%左
右。目前，农垦系统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86%，水稻、玉米等高产优质作物面积比重
达 86%，耕地有效灌溉面积超过 5400 万
亩。”农业部农垦局局长李伟国说，今年全
国农垦棉油糖奶肉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全面
增长，增幅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伴随农垦粮食产量实现“九连增”，农
垦经济整体也实现了“十连快”，职工收入
快速增长，垦区民生明显改善。今年农垦生
产总值突破 5000 亿元，预计实现 5008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3.7%，连续 10 年保持 12%
以上的增长速度。农垦人均纯收入首次突
破万元，预计达到 10600 元，比上年增加
1600 元以上，增长 9.3%以上，实现连续 9
年较快增长。全年落实农业“四补贴”等强
农惠农富农政策资金近 70 亿元，比上年增
加近 10亿元。

高产创建全面推广

增产增收的背后是一张农业科技促进
年的“农垦答卷”。放眼全国农垦，围绕农业
科技的研发、创新与推广，各地积极开展粮
棉油糖高产创建、畜牧高产攻关、热作标准
园创建、农产品质量追溯以及科技培训等
⋯⋯“农垦答卷”不断书写着佳绩，推动着
农机农艺融合、良种良法配套，促进了全国
农业生产水平的整体提升。

粮油高产创建是没有围墙的学校，不断
把专家的产量变为农场职工的产量。今年农
垦粮棉等万亩高产创建示范片比去年增加
176个，总数达到438个。水田重点推广应用
集中浸种催芽、高速机械插秧、钵形毯式育
苗机插等新技术，旱田重点推广应用模式化
栽培、玉米坐水种、种子分级精播等技术，棉
田重点推广应用机采棉种植模式。

如今，从农垦始发的高产创建已从种
植业扩展到奶牛、生猪为重点的养殖业。今
年农垦系统在 138 个养殖单位开展高产攻
关活动，比去年增加 24 个。在高产攻关活
动的促进下，畜牧业单产和质量水平进一
步提高，首农集团北京三元种业公司旗下
的 29 个核心牧场 2.5 万头成母牛，平均每
头年产奶达到 10278 公斤，创造了我国大

群体奶牛单产纪录。河南垦区养猪成活率
达到 93.8%，母猪年提供育肥猪 21头以上。

热带产业是农垦的优势产业。通过热
作标准园创建，有效促进了热作产业的快
速、高效发展。今年新增热作标准化生产示
范园创建单位 107 个，总数达到 418 个，重
点推广橡胶树籽苗芽接育苗、“围洞法”节
水抗旱定植、木薯嫩茎快繁、香蕉水肥一体
化、荔枝控梢促花保果等标准化生产技术。
天然橡胶生产克服了不利气候的影响，预
计今年我国天然橡胶产量再创历史新高。

提高生产科技含量

高产的同时，优质也是农垦人的追求。
从 2002 年启动“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到
2006 年率先启动农产品质量追溯试点工
作，农垦系统都走在全国前列。经过 10 年
的探索，农垦已建成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
即信息采集系统和网上信息填报系统、消
费者查询系统、生产全过程质量安全监管
系统，实施企业做到了“生产可记录、信息
可查询、流向可跟踪、责任可追究”。今年已
有农垦农产品质量追溯创建单位 216 家。8
家部级质检中心对近 300 多个批次追溯产

品抽样检测显示，合格率达到 99.5%。
未来农业的较量是现代种业的竞争。农

垦充分发挥优势，积极发展种业，扶持发展
一批市场竞争力强的大型种业企业，建设一
批高标准的种子繁育生产基地。宁夏农垦马
铃薯脱毒种薯繁育中心，依托中国农科院的
技术和人才优势，采取生物工程技术手段对
马铃薯优良品种进行脱毒快繁和生产原原
种。该中心形成了原原种、原种、一级种三级
种薯繁育体系，可年产 4000 万株脱毒马铃
薯苗和8000万粒微型薯。

农业机械是农业科技的物化载体，农机
化水平是衡量现代农业的标志之一。目前，
全国垦区农机总动力突破 2000 万千瓦，大
马力、高性能、多功能、复式作业的农业机械
渐成农业生产的主力。农垦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水平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30 多个百分点，
部分垦区主要农机装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江苏农垦新洋农场从事农业生产的不到
300 人，管理的 6 万亩良田却可在 1 周内完
成收获、翻耕、栽插、播种等工序。黑龙江农
垦鹤山农场运用GPS全球卫星定位、GIS农
田地理信息系统、RS 遥感技术对农机进行
信息化管理,农机的调度信息、作业范围、作
业内容等均以3D形式显示。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最后一公里”的破题要靠农业科技培
训。据统计，农垦系统全年共举办各类技术
培训上万期，培训人数近 30 万人次。积极
开展校企、院企合作，创建企业研发中心近
300 个，不断提升垦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黑龙江垦区完成阳光工程示范性培训 3.8
万人，35%的规模家庭农场经营了 82%的
耕地，创造了可与世界先进水平比肩的劳
动生产率。广东、海南、云南、福建等热作区
已举办热作标准化生产技术培训班 180 多
期，垦区培训科技示范户 4万多人次。

在垦区的科技优势带动下，附近的农
民们也受益匪浅。农垦系统在强化自身建
设的同时，注重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创建各
类现代农业示范区 683 个，通过场县共建、
窗口展示、科技服务和跨区作业等方式加
快技术扩散、服务输出和产业衔接。每到夏
收和秋收，安徽安垦龙亢农场都及时组织
农机服务队奔赴周边农村开展农机耕作服
务。通过科技辐射的方式，带动了区域农业
发展，农场周边 60 万亩小麦的单产实现突
破，达到了 1000多斤。

12 月 13 日，黑龙江绿色食品 2012 展销
周在北京开幕。展馆里，鹤岗市万源粮油食
品公司在展位上的一张稻谷全产业链构成
图，引起记者注意。图中水稻层层分解，副
产品和制成品众多，往常农村都扔掉或用来
做饲料的米糠和稻壳竟然都有三级加工链，
总共有十几种用途。

万源粮油北京办经理王鹏告诉记者，
“碎米生产食品级酸乳、保健食品；米糠成
毛糠油，可以生产食用油，可以提取药用级
谷维素、维生素 E、二十八烷醇、精制糠
蜡；糠粕生产米糠蛋白和膳食纤维等功能食
品；稻壳灰能生产白炭黑、活性炭等产品。
真的是‘吃干榨净’，一点都没浪费。”

稻壳燃烧中产生的热量也没被万源放
过，万源粮油特意在加工车间旁修建了发电
厂，配备了6000KW稻壳生物发电设备，利
用热量发电，目前已并入国家电网，仅这一
项就给公司每年带来2000多万元的收益。

“我们挣钱靠的不光是产品，更是产业
链。”王鹏算了一下，过去加工水稻一吨能
带来一百多元利润，现在通过 10 多个环节
的循环加工，每吨水稻增值 1217 元。稻
壳、米糠的综合利用使每吨水稻的加工效益
比传统制米增值 12.8倍。

实现这一切并非易事，“别看我们从事
的是粮食加工，我们也是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没有科技支撑，根本实现不了这么长的
产业链，企业发展更无从说起了。”

2000 年，万源公司刚成立时，米糠只
能加工到毛油水平，利润很低。2006 年，
公司下决心进行技术改造，累计投入 5000
多万元，与北京化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等单位合作，扩展了米糠、稻壳这两条高附
加值的产业链。其中，米糠油精炼工艺、稻
壳灰综合利用工艺、生物柴油工艺、米糠功
能食品工艺都是企业的专有技术，企业享有
自主知识产权。

提供绿色、有机等科技含量高、附加

值高的农业产品，是发展现代农业的一个

重要方向。当前，对于绿色、有机食品的

市场需求越来越大。但笔者在市场上了

解到，虽然消费者对绿色、有机食品需求

旺盛，但该类食品在大众消费领域并不走

俏。这是为什么呢？

消费者购买绿色食品主要有三种顾

虑：一是“想买不舍得买”。不少消费者表

示绿色、有机食品价格过高，市场上的普

通大米 3 块钱一斤，而绿色种植的大米卖

到 8 元一斤，有机大米卖到 15 元甚至更高

的价格，价格悬殊让普通消费者难以接

受。二是“想买不敢买”。一些消费者对

于市场上涌现出的各种各样的绿色产品

信心不足，“贴上绿色的标难道就放心了

吗？”三是“想买不知如何买”。许多消费

者甚至还不知道绿色标识，因无法辨别产

品是不是真“绿色”而宁愿选择普通食品。

那么，绿色、有机食品怎样才能真正

打动消费者，走进消费者的购物袋呢？笔

者认为，至少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保障品质，提升品牌。随着绿

色、有机产品的多样化，相关生产厂家的

数量增加，产品争夺市场的竞争会愈演愈

烈。对于食品而言，品质是最重要的卖

点。以品质铸造品牌，产品就会形成持久

竞争力。

其次，市场价格与消费者的购买力实

现对接。绿色、有机食品种植、生产等环

节的成本高，需要尽可能降低可控环节的

成本，比如加工环节提高技术、引进先进

设备等。此外，由于该类产品在实际中对

改良环境具有正效应，政府机构等可考虑

对发展绿色产业进行适当财政补贴。

再次，提高大众绿色消费的意识，帮

助消费者重拾市场信心。食品安全问题不

仅影响了消费者的市场信心，也影响了权

威品牌标识的公信力。相关部门需要严厉

打击假冒产品，净化市场环境，为真正的

绿色、有机产品营造良好市场环境。通过

大力宣传引导，帮助消费者正确认识绿色

产品，帮助他们重拾信心，放心消费。

作为我国农业生产重要组成部分的农垦系统，已连续10年保持12%以上增速，对提升我国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

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现 代 农 业 的“ 农 垦 答 卷 ”
本报记者 乔金亮 瞿长福

万源粮油食品公司——

稻 壳 制 成 油

效 益 增 十 倍
本报记者 徐 胥

绿色食品要让人想买能买会买
杜 芳

要让绿色、有机食品走入更多普通人的家庭，重点要

解决消费者“想买不舍得买”、“想买不敢买”、“想买不知如

何买”的问题

12 月 14 日，记者踏着厚厚的积雪来
到位于哈尔滨市东南的北大荒米业集团
总部，了解当地的粮食收购情况。作为全
国农业生产的排头兵，黑龙江垦区的粮食
收购很有代表性。

由于今冬雪大，增加了粮食的水分含
量，给运输管理、收购仓储带来不小挑
战。农场职工和地方粮农都期盼囤中五
谷早点出手，能节约管理成本、还上种地
贷款。面对期盼，收购者该出手吗？收购
价会降吗？

“关键时刻，还得依靠国家的好政
策。”黑龙江农垦总局粮食局副局长陈智
介绍，国家已在黑龙江启动水稻最低收购

价，按照国标三等水稻最低收购价每斤
1.40元敞开收购。

在北大荒米业集团吉祥制米厂门口，
“隆隆”作响的烘干机声音和交粮车队的
长龙打消了粮农的担心。

青山制米厂厂长聂文介绍，目前他们
实行的策略是以销售带动原粮收购。前
期收的水稻水分偏高，迅速烘干后立刻加
工销售，避免存粮太久增加成本。过去米
厂员工“低头”闷在家里等买家，今年“抬
头”出去找市场，客户单子源源不断。

数量有了，价格会不会打折扣？二
九一农场第一管理区主任张德才指着收
购合同连连摇头。“年初时，北大荒米业

早已和稻农们签订了收购合同，实行最
低保护价收购。秋粮上交后，稻农用钱
可随时结算，保护价和市场价哪个价格
高就按哪个结。”张德才说，这种做法接
近于“粮食银行”，粮农可以把储粮像

“储蓄”一样放在仓储企业或者粮管所，
随时提取、折现，时间长了只需交纳一
部分保管费，还能保持增值。

在陈智看来，黑龙江垦区要实现全面
小康，首要的就是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在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
给的同时，保证粮农收益。“今年，我们在
粮食收储方面的做法很成功，以后我们还
将坚持下去。”

北大荒米业集团：

为 粮 农 开 办“ 粮 食 银 行 ”
本报记者 周 琳 倪伟龄

特

10月 25日，一台自走式玉米收获机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农垦红兴隆管理局农田里作业。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摄

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