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 经 2015年1月14日 星期三 7

本报北京1月13日讯 记者黄俊毅

报道：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快
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意见》，部署加快木
本油料产业发展，大力增加健康优质食
用植物油供给，切实维护国家粮油安全，
提出到 2020 年，建成 800 个油茶、核桃、
油用牡丹等木本油料重点县，木本油料
树种种植面积从现有的1.2亿亩发展到2
亿亩，产出木本食用油150万吨左右。

《意见》指出，木本油料产业是我国
的传统产业，也是提供健康优质食用植
物油的重要来源。近年来，我国食用植

物油消费量持续增长、需求缺口不断扩
大，对外依存度明显上升，食用植物油安
全问题日益突出。

《意见》要求，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提高供给能
力为目标，以完善政策措施为基础，以提
高科技水平为支撑，建立健全木本油料
种植、加工、流通、消费产业体系，努力提
高木本食用油的消费比重，推动木本油
料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意见》 指出，要优化木本油料产

业发展布局，把发展木本油料产业与国
家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以及地方林业重点
工程紧密结合，因地制宜扩大木本油料
种植面积；要加强木本油料生产基地建
设，建立健全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和良种
生产供应体系，新建一批高产、稳产木
本油料生产基地，对现有低产林进行抚
育、更新和改造；要推进木本油料产业
化经营，积极培育跨地区经营、产供销
一体化的木本食用油龙头企业，鼓励企
业通过联合、兼并和重组等方式做大做
强，鼓励木本油料林立体种植和综合开

发，鼓励企业利用新技术、新工艺，开展
精深加工和副产品开发；要健全木本油
料市场体系，建设市场需求信息公共服
务平台，制定木本油料生产标准，完善
油脂产品及相关副产品质量标准及其
检测方法，规范木本食用油包装标识管
理，建立木本食用油质量认证体系；要
加强市场监管和消费引导，加强对木本
食用油原料生产、加工、储存、流通、销售
等环节的监管，建立健全产品质量送检、
抽检、公示和责任追溯制度，加强木本食
用油营养健康知识的宣传教育和普及。

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支持木本油料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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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建成800个木本油料重点县

黄金古寨位于大别山深处，属湖北
省蕲春县刘河镇。50 年前，这里开始遍
种茶树，然而由于树种老化，单产过低，
30 年前黄金寨茶场即遭废弃。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
意见》的出台，将为黄金寨这样的老茶园
提供涅槃重生的契机。

“近年来，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量持
续增长，需求缺口不断扩大，对外依存度
明显上升，食用植物油安全问题日益突
出。进一步加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可
以大力增加健康优质食用植物油供给，
切实维护国家粮油安全。”在谈及《意见》
出台的背景时，国家林业局油茶产业发
展办公室处长刘跃祥说。据海关统计，
2013 年，我国进口棕榈油、椰子油、橄榄
油 676 万吨，进口大豆 6338 万吨。我国
食用植物油自给率不到 40%。大力发

展油茶等木本油料产业，对于维护国家
粮油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我国木本油料树种资源十
分丰富，种子含油量在 40%以上的有
150 多种。除了茶油、核桃油、橄榄油
外，卫生计生委批准为新食品原料的还
有牡丹籽油、长柄扁桃油、元宝枫籽油
等。木本食用植物油不饱和脂肪酸含量
较高，其中茶油、核桃油、牡丹籽油、
长 柄 扁 桃 油 的 不 饱 和 脂 肪 酸 都 超 过
90%，比花生油、豆油、葵花籽油、玉
米油高出 5%以上，比棕榈油高出近一
倍，对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具有明
显优势。”刘跃祥说。

近年来，国家对木本油料的支持力
度越来越大。早在 2006年，国家林业局
就出台了《关于发展油茶产业的意见》，
并多次组织召开全国油茶产业发展现场

会。2009 年，国务院批准了《全国油茶
产业发展规划（2009-2020年）》。

“2008 年全国油茶产业发展现场会
召开以后，油茶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全国油茶林种植总面积已达 5750 万亩，
油茶产业产值由 2008 年的 110 亿元增
加到 420 亿元。湖南省改造油茶低产林
700 多万亩，茶油亩产提高了 45%。”湖
南省林科院陈永忠研究员说。

虽然我国木本油料产业近年来发展很
快，但在良种选育、苗木繁育、配套栽培
技术、产品深度开发、商业模式创新等方
面，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据了解，国家林业局正加紧制定和
完善木本油料种植、仓储、加工、销售等
生产标准、油脂产品及相关副产品质量
标准及其检测方法，确保产品质量和食
品卫生安全。

木本油料产品亟须深度开发

@都赫然：发展木本油料产业是解

决食用油短缺问题的主要措施之一，该

举措符合市场规律，点赞！

@一品九仙：好！既有绿化功效，

又有经济效益。但是好政策还要执行

好，若是无监管自由运行，好政策也会被

“唱歪”。

@枯竹朽木：一定要吸取有些地方

发展相关产业不成功的教训，种植要科

学化，技术扶持要跟上。

@我问问：支持！有保障的食用植

物油是食品安全的基础。希望政府可以

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让我们可以吃上

放心油！

@南京化工园城管：食用植物油的

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意见》的出台意义

重大。

@空谷幽兰：发展油料要提前布

局、因地制宜，不能“有料”就上，防止盲

目开发，要在发展的同时重视保护环境。

本报记者 万 政整理

□ 本报记者 黄俊毅

近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的通
知》，要求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取消含
硼钢的出口退税。据了解，2014 年 1 至
10 月含硼钢累计出口量达 3259 万吨，
占同期钢材出口总量的 44%，因而取消
含硼钢出口退税将对钢企的出口效益
影响不小，同时也让火热的出口势头降
了温。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 年我国
钢材出口总量创下历史新高，1 至 11 月
出口总量高达 8361.23 万吨，同比增长
46.78%，不出意外全年钢材出口总量将
超过 9000 万吨。出口的快速增长一方
面源于我国钢材在国际市场上具备一定
竞争力，另一方面也与出口退税的政策
优惠有很大关联。

“ 由 于 海 关 规 定 含 硼 量 达 到
0.0008%及以上的钢材产品可按合金钢

申报，享受出口退税政策，因此向普通钢
材中添加硼元素使其达到退税标准，几
乎成了钢材出口的通行做法。”中粮期货
研究院钢铁分析师刘洁告诉《经济日报》
记者，普钢中添加硼元素工艺简单、成本
低廉，能享受到吨钢 200 元到 300 元不
等的退税，因此企业出口含硼钢的积极
性很高，但实际上，添加硼元素并不能真
正使普通钢材变成合金钢，添加的这部
分硼元素难以在实质上提升品质性能，
所以目前生产含硼钢的主要动力源于出
口退税的利益驱动。

而含硼钢之所以可以享受出口退
税，其背后的逻辑是国家鼓励高端钢材
出口，但如今的含硼钢却只是将普通钢
材换了名目，并不能改变其附加值低的
本质，因而含硼钢出口退税并没有真正
实现鼓励高端钢材出口的初衷，反倒成
了企业换取退税的手段，所以取消含硼
钢出口退税有其必然性，甚至也在不少
钢企的预料之中。

短 期 来 看 ，此 次 税 则 调 整 将 抑 制
2015 年一季度甚至是全年的钢材出口，

让一直处于微利时代的钢企面临更为严
峻的生存压力。但立足行业长远的健康
发展，取消退税将促使钢铁优化出口结
构、倒逼落后产能淘汰、减少国际贸易摩
擦，综合而言利大于弊。

“从企业的经营角度看，用含硼钢
换取出口退税无可厚非，但从行业利益
出发，含硼钢作为低档次钢材大量出口
不 利 于 提 升 出 口 质 量 、 优 化 出 口 结
构。”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冶金建材
发展部副主任陈子琦表示，在目前我国
铁矿石资源不足的条件下，大量出口低
附加值产品等于变相出口资源和能源，
同时又加剧了国内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
染，得不偿失。因此，取消对低端产品
的出口退税，将有利于出口产品的结构
优化，提升钢材出口品质，使我国钢材
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优势由低价向高质
转变。

此外，取消退税的另一层涵义则是
着眼于避免更多的国际贸易摩擦。

据不完全统计，2014 年国外对于中
国钢材的反倾销案件立案或调查超过百

起，其中涉及含硼钢材的反倾销就占了
三成。而之所以出现出口激增、贸易摩
擦加剧，根源就在于国内钢铁供大于求
矛盾突出、需求持续低迷，需要依靠出口
化解产能压力，因而钢企采取“以价换
量”策略抢占出口市场。此举虽然在短
期内为转移产能过剩矛盾、实现行业利
润提供支撑，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我
国钢铁落后产能的淘汰效果还不明显。
出口总量井喷式增长无疑会造成出口恶
性竞争，并引发更多贸易摩擦。

“我国钢材的年出口量一般保持在
总产量的 10%左右，而 2014 年的出口
量显得有些过大。因此国家取消含硼钢
出口退税，也是对出口过热现象的调
整，同时也可倒逼钢企更加严格地落实
产业政策、积极淘汰落后产能，防止低
价出口的恶性竞争。”陈子琦认为，今
后钢铁业应进一步形成共识，以高附加
值产品出口为主。而只有保持合理的出
口态势，减少贸易摩擦，优化出口结构
和质量，才能从长远上保证钢铁行业健
康、可持续发展。

含硼钢出口退税政策取消——

钢 材 出 口 结 构 将 更 优 化
本报记者 李 景

本报北京 1 月 13 日讯 记者黄鑫报道：工业和信息化
部今天公告了第二批 49 家符合《铝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
名单，共 51 个项目。其中，电解铝项目 37 个，产能 1999 万
吨；氧化铝项目 5个，产能 2080万吨。

至此，工信部已公告两批规范企业名单，其中电解铝项
目 63 个，产能 2954 万吨，占现有总产能的 85%，将全国大
多数电解铝产能纳入了行业规范管理，逐步消除了铝行业
管理中的盲区，有利于化解电解铝过剩产能。

“铝行业规范管理使多年来隐而不报的部分电解铝产
能浮出水面，摸清了行业家底。”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这为化解电解铝产能过剩工作提出了数据支
撑，并为制定针对性的行业管理政策奠定了基础条件。

电解铝行业的发展事实证明，一刀切的行政调控难以
达到有效控制电解铝产能的目的。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一
些地方和企业以发展深加工、资源综合利用等为理由不断
发展电解铝。一方面，大量未经核准的电解铝产能游离于
行业管理之外，另一方面，缺乏监督和责任追究的行政管理
手段反而牵绊了遵守规则的企业发展。

针对绝大多数电解铝产能未经核准、企业生产经营面
临一系列政策障碍的现实，2013 年 7 月 18 日，工信部修订
出台了《铝行业规范条件》，从产品质量、环境保护、能耗和
综合利用等方面，对现有企业和新建项目提出了标准，并把
着力点放在环保、节能、质量和社会责任上，注重事中事后
监管，引导企业依法依规生产经营。

规范条件提出了铝企业发展的基本要求，有利于企业
找出自身差距，通过技术改造等手段尽快弥补解决，也促进
了技术水平低的小型电解槽以及缺乏竞争力的产能退出。
上述负责人表示，行业规范管理的政策定位与化解产能过
剩工作是一致的，就是让好的企业正常发展、依法经营，存
在问题的企业找到差距，加快升级改造；整改后仍达不到要
求的企业，引导社会资源，逐步压缩其生存空间，使其逐步
退出市场。

根据规范条件的标准，工信部还对现有铝企业进行了
梳理，公告了两批符合标准的企业名单，为产能过剩行业建
成项目清理工作提供参考。

“目前，绝大多数电解铝产能已进入公告名单，但这不
代表进入名单的企业永远规范，工信部将对公告名单进行
动态管理，存在不能保持规范条件等情况的企业将被公告
取消资格。”上述负责人表示，工信部将对公告企业进行抽
查，并鼓励社会各界对公告企业规范情况进行监督，逐步建
立起铝行业规范管理的长效机制。

第二批符合铝规范条件名单公布——

电解铝产能家底基本摸清

本报北京 1 月 13 日讯 记者齐慧、通讯员胡小亮报
道：近日，由中国南车株洲所研制的永磁同步牵引系统成功
完成首次轨道运行，并顺利通过中国铁路总公司评审，即将
开始整车型式试验与运行考核。预计到 2016 年，经过 30
万公里运行考核后，列车将实现载客运营。这是中国首列

“永磁高铁”的“首秀”，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
握高铁永磁牵引系统技术的国家之一。

高速动车组永磁牵引系统项目是国家 863 项目子课
题，被誉为下一代轨道交通牵引系统，同时也是国内首列基
于永磁同步电机的高速动车组，代表着目前国内轨道交通
永磁牵引系统领域的最高水平。其中永磁电机为国内轨道
交通领域功率最大的永磁电机，无成熟经验可参考，项目研
发难度巨大。

为实现永磁牵引系统在高铁上的工程化应用，2014
年，中国南车株洲所旗下的南车时代电气项目组通过大量
工程化研究和多轮样机试制、试验，最终成功实现了我国首
套高速列车永磁牵引系统的研制、试验和装车。同时，项目
组还攻克了高速列车永磁牵引系统方波控制、高速重投等
世界级技术难题，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中国南车株洲所副总经理冯江华介绍说，世界轨道交
通车辆牵引系统技术，经历了直流系统、异步系统、永磁系
统三大阶段。永磁同步牵引系统因其高效率、高功率等显
著优势，正逐步取代传统牵引系统，成为下一代列车牵引系
统主流研制方向。永磁同步牵引电机与传统的异步电动机
相比，具有转速稳、效率高、体积小、重量轻、噪声低、可靠性
高等诸多特点，节能可达 10%以上。

牵引系统技术是高铁的核心技术，“高铁出海”正需要
比肩国际的核心技术。冯江华说，中国永磁在轨道交通上
的研发虽然起步较晚，但目前已经追赶上国外先进水平。
中国南车株洲所推出的永磁技术在国内高铁动力应用上的
突破，将使中国高铁在世界舞台上更具核心竞争力。

我国高铁永磁技术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永磁高铁”完成“首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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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3 日，广西贵港市港南区江南工业园一家企业的

工人在缝制羽绒产品套装。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广西

贵港市港南区的羽绒产业从农村收鸭毛、鹅毛兴起，经过

30多年的发展，如今已成为产值超 40亿元的特色产业。

新华社记者 周 华摄

1 月 13 日，河北

省昌黎县供电公司的

工人在苏庄村村民苏

秋斌家检修家庭式太

阳能发电板。记者从

河北省政府获悉，截

止到 2014 年底，该省

光 伏 发 电 装 机 达 到

120.9万千瓦。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本报讯 记者文晶

日前从安徽省林业厅获
悉：安徽省油茶种植面积
已达210万亩，累计完成
109.4 万亩低产低效林
改造。其中，2014 年新
增油茶种植面积近20万
亩，完成低产低效林改造
11.9万亩。计划2015年
继续新增油茶20万亩左
右，预计到 2020年全省
油茶种植面积达到 300
万亩，并完成其余 50 万
亩低产林改造。

由 于 产 业 政 策 不
断鼓励，油茶产业在安
徽省“遍地开花”。如今，
安徽省以油茶产业现代
农业项目为龙头，大力
推进高标准油茶林基地
建设。并以油茶低产林改造为抓手，全
面提高油茶林的产量和质量，2014 年启
动实施首批 6 个省级油茶低产林改造示
范园建设，面积达 1.8 万亩。此外，油茶
科技推广项目继续推进，不断提高油茶
产业的科技含量，油茶加工企业也不断
加强科技创新，加快油茶产业转型升级。

除了有效的产业措施，政府财政也
提供了有力支持。据安徽省林业厅油茶
办常务副主任徐建敏介绍，2014 年省级
及以上财政资金 8000 万元以上投入油
茶种植领域，与此同时，市县等地方财政
用于油茶种植的配套投入不低于 1 比 1
的水平。

安徽推进高标准油茶林基地建设

本报上海 1 月 13 日电 记者沈则瑾

报道：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今天
发布 2014 年中国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估报
告，上海以综合指数 94.94 继续保持全国
第一。

评估报告显示，我国信息化发展呈
现 出 以 下 特 点 ： 一 是 信 息 化 发 展 快 于
GDP 增速，2014 年信息化发展指数较前
年增长 9.65%，贵州、重庆等中西部地
区发展迅速；二是信息网络建设受政策
驱动影响明显，在宽带中国战略、促进
信息消费扩大内需若干意见等政策带动
下，网络就绪度指数得到较快的发展；
三是东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信息化发展
水平差距缩小，西部地区的网络基础设
施建设和信息通信技术应用水平大幅提
升，增速快于东中部地区。

中国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估报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