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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力、通讯员张晓

琴报道：今年的胡杨节期间，前来内蒙
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游览的各地游客几
乎都增加了一项日程：策克口岸一日
游。看着边民互贸市场上琳琅满目
的商品，来自浙江的游客王永祥赞不
绝口：“不来内蒙古，根本想不到口岸
有这么热闹！”

内蒙古地处“三北”，外与俄罗斯、
蒙古接壤，从西部的策克到东部的满
洲里，全区 16 个开放口岸承担着中蒙
贸易 95%、中俄贸易 70%以上的货运
量。两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加快推进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面向北方，服
务内地，口岸经济不断向纵深推进。

完善口岸经济布局，加强口岸能力
建设。内蒙古依托口岸推进经贸合作，
西部以策克、甘其毛都口岸为重点，打
造对蒙能源资源战略通道。中部以二
连浩特口岸为重点，打造对蒙经济合作
主示范区。东北以满洲里口岸为重点，
打造对俄经济合作主示范区。一年多
来，内蒙古积极推进满洲里、二连浩特
国家重点开发开放实验区建设，二连浩
特—扎门乌德跨境经济合作区、呼伦贝
尔中俄蒙合作先导区、满洲里综合保税
区等项目建设有序推进。从今年起，内
蒙古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口
岸基础设施建设。在满都拉口岸基础
设施和查验设施已通过国家验收的基
础上，将室韦、阿日哈沙特、阿尔山等季
节性开放口岸的铁路建设纳入内蒙古
铁路建设规划。

目前，中俄蒙三国五地旅游联席
会议机制已建立，“茶叶之路”中俄跨
境旅游专列于今年 8 月开行。在呼和
浩特举办了首届中蒙博览会，在蒙古
国库苏古尔省举办了“蒙古国·中国内
蒙古系列文化活动”。内蒙古与俄罗

斯缔结了 9 对友好地区关系，与蒙古国缔结了 10 对友好地区关
系。有 30所学校接收俄、蒙留学生近 3000人。

内蒙古还与俄罗斯和蒙古国开展产业合作，在进口煤炭、木材
等资源性商品，出口建材、机电等商品外，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
产业协同发展。在满洲里、二连浩特培育对俄、对蒙经济合作示范
区时，产业的触角涉及商贸流通、综合加工、国际物流和跨境旅游。
截至今年 9月，内蒙古设立对蒙、对俄投资企业 206家，协议投资额
23亿美元，占内蒙古全区对外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前三季度，全
区进出口总额完成98亿美元，增速高于全国8.6个百分点。

北开南联，承东启西，内蒙古努力把口岸的制高点延伸为腹地
的隆起带。内蒙古充分发挥对内对外两个市场交汇点、东北亚区
域合作支撑点的作用，从 2013 年 10 月开通第一列跨欧亚班列以
来，满洲里口岸已经开通了苏满欧、鄂满欧和大连、营口、天津发往
欧洲等 10 条陆海联运过境班列，其中苏满欧班列实现了常态化运
营。截至今年 9月，经满洲里口岸过境班列达到 445列。

内蒙古纵深发展口岸经济把口岸制高点延伸为腹地隆起带

新华社杭州 12 月 15 日电 （记者

杨依军） 国家主席习近平 15 日在浙
江省乌镇会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中俄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各领域合作取得新成果。我和普京总
统达成共识，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怎
么变，我们坚持巩固和深化中俄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方针不会变，致

力实现两国共同发展振兴的目标不会
变，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
平稳定的决心不会变。希望新的一年
里，双方继续齐心协力，推动中俄关系
发展得更好，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
实在在的好处。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俄两国经济
发展都面临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时
期，双方要把握新形势新机遇，本着战

略互信原则和开拓创新精神，围绕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
对接合作，深入研究扩大经贸、投资、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人文、地方等各领域
合作的新思路新举措，努力形成深度融
合的互利共赢合作新格局。

梅德韦杰夫表示，俄方对俄中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感到满
意，对两国经贸、人文等各领域合作日益

密切感到高兴。俄方积极致力于欧亚经
济联盟建设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发展
战略对接，愿深化同中方在基础设施、能
源、金融、投资、信息网络等领域合作。
俄方愿同中方密切在国际事务中沟通和
协调，加强在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框架内合作。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
会见。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本报讯 为期两天的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总理第十四次会议 15日在郑
州落下帷幕。

本次会议取得了丰富、务实的成
果。各方就重点推动上合组织框架
内务实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
为上合组织应凝聚更多力量，深挖

合作潜力，推动各领域合作向更高
层次发展，共同优化投资和营商环
境，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致力
于促进各方和本地区和平发展与繁
荣稳定。

作为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会议发
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

（总理）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声明》，提
出要加强交通领域多边合作、推进运输
便利化、提升商品和服务贸易规模和质
量、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开展产能合
作、推进高技术领域合作和金融合作等
具体倡议。

（相关报道见二、三版）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四次会议闭幕

21 年风雨兼程，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创造了让世
界惊叹的发展奇迹。如今，中国已成为举世瞩目的网络大国，为世
界互联网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创造了中国经验，提出了中国主
张。

21 年探索进取，中国互联网始终立足本国国情，紧扣时代脉
搏，坚持开放发展、创新发展、共享发展，注重借鉴世界各国互联网
发展的有益经验和做法，取得显著成就。

日新月异 互联网时代的中国速度

“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这是一个
世界潮流，而且这个互联网时代对人类的生活、生产、生产力的发
展都具有很大的进步推动作用。”2012 年 12 月 7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腾讯公司考察时作出了这样的论断。

敏锐地把握住互联网时代的脉搏，中国以开放的姿态、进取的
精神在 21年间创造出令世界惊叹的互联网发展的中国速度。

2013 年 9 月 16 日，成立于 1998 年的腾讯公司用 15 年时间，
成长为中国首家市值超过千亿美元的互联网企业。无独有偶，一
年之后，2014 年 9 月 19 日，阿里巴巴集团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
挂牌上市，上市首日收盘时，其市值就突破了 2300亿美元。

短短 21 年，中国已经拥有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宽带网络，并有
望领先下一代互联网过渡和商业化；行业整体技术创新能力不断
增强，从国际标准的跟随者逐步提升为积极贡献者。

短短 21 年，互联网产业的“中国模式”举世瞩目，互联网治理
的中国主张影响全球互联网治理格局；一大批来自政府、企业、学
术界和民间机构的懂互联网、爱互联网、做互联网的人才正在推动
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和进步。 （下转第七版）

（详细报道见四版）

开启中国互联网发展新时代
——中国网信事业创造新成就取得新进展

本报讯 记者郁进东、通讯员施

斌 李远杰报道：近日，在浙江宁波奉
化市国税局、中国人民银行奉化市支
行等单位的共同见证下，奉化农商银
行与奉化一钒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正式
签约，企业当场获得 50 万元贷款。与
以往不同的是，此次企业贷款的担保
不是实物抵押，而是出口退税。

据了解，目前奉化市共有各类出
口企业 450 多家，均不同程度地存在
融资难和融资贵的情况。今年 6 月，
奉化市国税局联合中国人民银行奉化
市支行、奉化市外经发展招商局正式
完善出台了《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
指导意见》，出口企业只需到申请贷款
的商业银行开立“出口退税专用账
户”，银行就会根据企业近３年出口退

税额情况，按照“以税定贷、退税还贷、
设置专户、加强监督”的原则，在不需
要其他抵押物或担保的情况下，以出
口退税专用账户内的退税应收款优先
偿还贷款为保证，为企业核定一个贷
款授信额度，并在授信额度有效期内
可循环支用出口退税授信额度。

据宁波市国家税务局介绍,宁波
其他县市区也开展了形式各异的“出
口退税托管贷款”服务，并取得了明显
成效，为当地外贸企稳回升发挥了积
极作用。截至目前，该市已办理托管
贷款 2050 万元，还有 35 家外贸企业
的贷款正在审批中，贷款总额可达
１.2 亿元。预计至今年底可帮助出口
企业新增融资 6 亿元以上，覆盖五成
以上的外贸小微企业。

浙江宁波:

退税融资助力外贸发展

专利和商标等申请量位居世界第一

中国成为世界知识产权发展主要推动力
本 报 日 内 瓦 电 记 者 陈 建 报

道 ： 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14 日 发 表
《2015 年度世界知识产权指标》 报
告 ， 阐 述 了 2014 年 全 球 知 识 产 权
活 动 的 最 新 发 展 态 势 。 报 告 指 出 ，
中国在专利、商标、工业品外观设
计等知识产权领域的申请量均位居
世界第一，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发
展的主要推动力。

报告称，2014年全球创新者共提
交了约 270万件专利申请，比 2013年

增长 4.5%。2014 年全球共授权约 118
万件专利。目前全球所持有效专利总
共 约 为 1020 万 件 ， 其 中 美 国 占
24.7% ， 日 本 占 18.8% ， 中 国 占
11.7%。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
斯·高锐在报告发布会上说，“中国过
去 几 年 的 专 利 申 请 量 一 直 非 比 寻
常”。根据报告，中国在 2014 年的专
利申请量为 92.82 万件，位居世界第
一，超过了排名第二位和第三位的

美国和日本的总和。不仅位于中国
的专利申请部门收到了最多的专利
申请，而且中国公民和企业在全世
界 范 围 内 提 交 的 专 利 申 请 也 最 多 ，
共 83.7 万件。

报告还说，2014 年全球商标申
请 量 比 2013 年 增 长 6%。 中 国 在 这
一领域也位居世界第一。在工业品
外观设计方面，中国申请量尽管比
2013 年 减 少 14.4% ， 但 仍 居 世 界
首位。

随着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在全国的
深入开展，各地税务系统改革也步入深
水区。近日，《经济日报》记者在宁夏回
族自治区的几个市、县、区，深入调研采
访了地方在促进国地税联合办税、服务
纳税人方面的新举措。

“联合办税是一项实现国税、地
税、纳税人三方共赢的举措。”贺兰县
地税局局长卢震桓介绍说，2014 年
初，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加强国家税
务局地方税务局协作的意见，而贺兰
县早在 2010 年便实现了让纳税人在
一个大楼里办理国地税业务。

进一家门，办两家事。为进一步
提高税收征管质效、提高税源监控能
力，2014 年 3 月，贺兰县国地税推行双
方协作的“联席会议”制度，建立了每
个季度进行信息交换制度——地税局

提供新增户籍、个体定额信息、稽查补
税信息等 9 方面信息，国税局提供新
增户籍、非正常户认定信息、打击假发
票等 8 方面信息，极大地提高了征管
质效。

如果说2014年贺兰县的联合办公
是国地税合署办公改革“预热”的话，吴
忠市利通区则率先在宁夏探索尝试，真
正实现了国地税的“深度融合”。

吴忠市地税局局长王立新介绍
说，今年初，吴忠市利通区率先推行一
整套综合服务机制：“三统一”——统
一宣传、统一规范、统一管理；“七联
办”——国地税一厅联办、一窗联办、
一号联办、一线联办、一微联办、一机
联办、一证联办。“8 月 24 日，利通区政
务服务中心在宁夏率先试水成功开出
第一笔国、地税综合服务发票。”利通

区地税局局长谭仲昆告诉记者，目前
除保留国、地税的车购税与契税等 6
个个性化窗口外，其余 15 个窗口全部
整合为税务综合服务窗口。

“‘三证合一、一照一码’，伴随着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全面铺开，税务
管理制度深度融合自然提到日程上
来。”中卫市地税局副局长刘冰说。

当前税务工作大力推进信息化，
不仅提高征管质效、提高服务水平，也
同 时 促 使 征 管 系 统 进 行 体 制 变 革 。
2014 年初，中卫地税局率先尝试岗位
链条改革。

所谓岗位链条改革，就是“在人员
安排上‘动刀子’，实施管理流程再
造”。刘冰说，传统税务管理是属地管
理，不分重点、不分行业，“一人进场，
各事通管”。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卫税

务部门首先实施专业化管理，将全局
管理系统分别划分为风险评估局、纳
税服务局、个体税务所、数据管理科等
十几个科、局。其次从“管户”到“管
事”。从基础信息登记、纳税申报、纳
税评估、税务稽查等，每一个环节都设
专项部门实施。第三推动管理职能转
换。传统的纳税服务科无法再分工细
化，现在改为“局”后，下设办税大厅、
综合科等，税管链条自然拉长延伸。

“近两年来，宁夏税改可谓梯次前
行。”宁夏地税局局长马建民说，“无论
贺兰县的‘预热’，还是利通区的‘深度
融合’，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中卫市的
改革在西北地区更有借鉴意义。他们
通过权力分化，继而实现流程再造。
人还是那些人，但由于岗位链条延伸
拉长，职能得到转型转换。”

宁夏税改：转换职能 梯次前行
本报记者 许 凌 拓兆兵

中国信心从何而来③

立足强劲内生
增 长 新 动 力

只要我们以全新的发展理念为
引领，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着
力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就可
以促进经济内生新动能加快增长，
为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
植发展优势奠定坚实基础，让中国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世界经济增
长作出更大贡献。 （八版）

“中国经济趋势·大家谈”

扩大内需难在哪
今年以来，中央就扩大内需采

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内需潜力正
在逐渐释放。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扩大内需仍面临诸多困难。本期

“大家谈”我们约请了部分经济
界、企业界人士，就下一步如何扩
大内需、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
出对策。 （五版）

日前，四川华蓥市国税局的青年志愿者利用“双休日”，在小微企业国雅电子厂

熟悉头戴式耳机等新产品，便于在网店帮助销售。 蒋其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