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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在我国，有这样一支粮食队
伍，以4万多人的规模，直接管理和
监管的粮食数量是过去国有粮食
系统 300 多万人管理粮食的 2 倍
多；在他们的精细管理下，中央储
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国家急
需时调得动、用得上，成为维护国
家粮食安全的“重器”。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这家
一向行事“低调”却与百姓生活息
息相关的中央企业，成立 17 年来，
以“两个确保”为使命，全力服务国
家粮食宏观调控，守护国家粮食安
全 ，担 重 器 而 奋 进 ，负 重 担 而 前
行。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
经济发展新常态、粮食宏观调控新
任务，他们坚持以“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为引领，
不断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
力、厚植发展优势，成为维护国家
粮食安全的坚强柱石。

使命光荣，在粮食流
通体制改革中应运而生

今年，山东小麦收割时间提
前，中储粮枣庄直属库加班加点做
好小麦托市收购，服务售粮农民。
趁着新麦上市，一年一度的中央储
备 小 麦 轮 换 任 务 也 已 经 基 本 完
成。粮食虽然都已入库，库主任高
建平却丝毫不敢懈怠，忙着组织仓
库保管员对入库粮食进行整理，降
温降湿，以便更好地进行储存。

中储粮具体负责中央储备粮
的经营管理，每年对 20%至 30%左
右的储备粮进行轮换。轮换购销
价格完全随行就市，参与充分市场
竞争，通过企业化运作、市场化方
式保证常储常新。作为服务国家
粮食调控的主力军，中储粮在中央
储备粮轮换过程中，还要协同发挥
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的决定作
用和特殊情况下储备调控“看得见
的手”的重要作用，顺应中央关于

完善粮价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的要求。
“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我国粮食储备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就

建立了常平仓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建立了“甲字粮”“506粮”
等战略储备粮油，1990年建立国家粮食专项储备制度，2000年成立
中储粮总公司对中央储备粮实行垂直管理。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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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粮价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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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储粮

：为耕者谋利

为食者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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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 华 社 北 京 8 月 16 日 电 经
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
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
服务改革，进一步提升我国外商投资环
境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水平，促进外
资增长，提高利用外资质量。

《通知》明确，积极利用外资是我国
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内容。当前经济
全球化呈现新特点，我国利用外资面临
新形势新任务，要不断提升我国引资新
优势，促进吸收外资实现稳定增长。《通

知》从五个方面提出促进外资增长的政
策措施。

一是进一步减少外资准入限制。
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
管理制度，尽快在全国推行自由贸易试
验区试行过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进
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对外开放范围，持续
推进专用车和新能源汽车制造、船舶设
计、支线和通用飞机维修、国际海上运
输、铁路旅客运输、加油站、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所、呼叫中心、演出经纪、银
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领域对外开放。

二是制定财税支持政策。鼓励境外

投资者持续扩大在华投资，发挥外资对优
化服务贸易结构的积极作用，促进利用外
资与对外投资相结合，鼓励跨国公司在华
投资设立地区总部，促进外资向西部地区
和东北老工业基地转移，支持重点引资平
台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建设。

三是完善国家级开发区综合投资
环境。充分赋予国家级开发区投资管
理权限，支持国家级开发区项目落地和
拓展引资空间，提升国家级开发区产业
配套服务能力。

四是便利人才出入境。完善外国
人才引进制度，积极引进国际高端人

才。采用“告知＋承诺”、“容缺受理”等
方式，为外国人才办理工作许可提供便
利。年内出台外国人才签证实施细则，
完善外国人才评价标准，扩大外国人才
签证发放范围、放宽有效期限。

五是优化营商环境。抓紧完善外
资法律体系，提升外商投资服务水
平，保障境外投资者利润自由汇出，
深化外商投资企业管理信息共享和业
务协同，鼓励外资参与国内企业优化
重组，完善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保
护，提升研发环境国际竞争力，保持
外资政策稳定性连续性。

国务院印发通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提升引资新优势 促进外资稳定增长

今年以来，全球跨境并购市场延续
活跃态势，不断传来“大单”消息：亚洲
最大仓储运营业者普洛斯公司表示，已
同意被一中国私募基金财团收购，价格
约为 116 亿美元；美国支付处理公司
Vantiv已同意以99亿美元的代价收购
刚刚上市两年的英国金融技术公司
Worldpay。两宗收购成为 7 月份众多
全球跨境并购交易中的代表。

技术进步导致越来越多的行业整
合诉求，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并购实现
在区域市场和业务内容等方面的拓展，
以寻找持续性的增长动力。全球融资
成本保持在较低水平则进一步提升了
企业的并购能力。这些因素都导致了

全球跨境并购市场持续活跃。
与此同时，一些新的并购热点正在

浮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
《2017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0 年
至今，食品饮料及烟草、化工、电子电器
设备、金融等行业一直是跨境并购的热
点，但是数字经济相关的行业正在迅速
改变全球投资模式。报告显示，信息和
通讯技术跨国公司在全球百强跨国公
司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2010 年至
2015 年，这类跨国公司的数量增加了
超过一倍，远高于其他行业跨国公司的
成长速度。未来，通讯技术行业依然是
最具吸引力的投资产业之一，在发达国
家尤其如此。随着消费者消费能力的

提升，农产品尤其是高档农产品的市场
需求也正在增加，在拉美、亚洲和非洲，
农业正成为最被看好的投资产业之一，
可能将成为新的跨境并购热点。

全球跨境并购市场的另一个新动
向，就是中国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据汤森路透数据统计，2015 年中国企
业境外并购交易总额为 1022 亿美元，
同比增长 88.6%；2016 年中国企业境
外并购交易总额达到 2174 亿美元，占
全球跨境并购总交易额的 16.4％。中
国也超过美国，成为 2016 年跨境并购
的最大收购国。

然而，在此过程中，一些中国企业
在国内举债进行海外并购，也引发了各

方面的担忧。自 2016 年底以来，中国
加紧了对企业海外并购的监管，国家发
改委、商务部、央行、外汇管理局等部门
相关负责人先后表态，高度关注海外非
理性投资倾向，房地产、酒店、影城、娱
乐业、体育俱乐部等五大领域的对外投
资成为重点监管领域。

从当前看来，监管成效十分显著。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
资 3311 亿元，下降了 42.9%。而另一
组数据则显示，今年上半年，房地产业
对外投资同比下降82.1%，占同期对外
投资总额的2%；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对
外投资同比下降82.5%，占同期对外投
资总额的1%。 （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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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跨境并购有何新动向？

如何激发蕴藏在土地下的深层活
力？2013 年初，湖南省郴州市安仁县
以建设“稻田公园”为契机，推动“土地
整治＋生态修复”理念落地，打造全国
首创、世界唯一的一个集农田保护、农
业示范、农耕体验、科普教育、旅游观
光、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农业湿地公园，
让一系列综合效益在“土地整治”这个
平台上实现共享。

安仁县地处湖南省东南部、郴州市
最北端，这里矿产资源匮乏，工业基础

薄弱，既是个农业大县，又是个国家片
区扶贫重点县。安仁县连片推进农村
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整合有关涉农资
金，将稻田元素融入公园项目建设，开
创了湖南省生态观光型土地整治项目
典范。

稻田公园既保持原有的农村格局
和农耕生产习性，又通过规范村民建
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改善农田水利
基础设施、推进土地流转等一系列工
作，坚持产业带动与基础设施建设统筹

推进，以农业开垦推动旅游发展，用旅
游产业反哺农田建设，拉动相关产业链
形成，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可持续发展。

跳出传统农业发展模式，紧紧围绕
低碳、生态的发展理念，深度开发农业
生态资源，安仁走出了一条现代农业快
速健康发展之路。在湖南，这样的例子
还有很多。“十二五”期间，湖南省启动
了环洞庭湖基本农田建设、娄邵盆地基
本农田建设和连片推进土地整治示范
县项目等 3 个土地整治重大工程建设，

总规模 864 亩，总投入 186 亿元；截至
2015 年底，全省累计实施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 3120 个，建成高标准农田面
积1510万亩。

“增强和改变耕地的一般功能,提
升整治后土地对当地社会经济、生态目
标的支撑能力,打造多目标融合的土地
整治‘升级版’,势必成为土地整治在新
时期发展下的大势所趋。”湖南省土地
综合整治局局长程纲如是说。

（相关报道见第四版）

湖南安仁县：

“土地整治＋生态修复”激活发展新动能
本报记者 郭静原

在河南省兰考县焦裕禄
干部学院门口，小朋友在焦
桐下玩耍（8月9日摄）。

54 年前，焦裕禄亲手种
下的一株小麻秆，如今已是
华盖如云。历经半个多世纪
的风雨沧桑，这棵树始终矗
立在那里，带给人们一片绿
荫，也活在百姓心中，大家亲
切地称它“焦桐”。

新华社记者 冯大鹏摄

（今日二版刊出通讯《焦
桐，活在百姓心中的树》）

“ 焦 桐 ”长 绿
荫 蔽 后 人

□ 本报记者 袁 勇

10 版谨防借人工智能之名搞起房地产

13 版券商研报：不看“颜值”看“研值”

6 版我国直接融资“蛋糕”还能做得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