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 济 要 闻 2017年8月25日 星期五 3

本报北京 8 月 24 日讯 记者冯其予报道：商务
部 24 日举行例行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
回应《经济日报》记者提问时表示，在深入推进境外
投资管理体制机制改革问题上，将坚持对外开放的
战略方向不动摇，坚持推进“走出去”战略不动摇，坚
持防范境外投资风险的原则不动摇。同时，将努力
确保企业境外投资行稳致远，确保“一带一路”建设
顺利推进，确保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

去年以来，非理性的对外投资快速增长，对我国
的金融安全、国有资产安全等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和
隐患。针对境外投资面临的新形势，商务部等四部
委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

资方向的指导意见》。
高峰表示，商务部下一步将重点做好五方面工

作：一是加强境外投资真实性的审查，鼓励企业开展
真实合规的境外投资，坚决遏制虚假、非理性的境外
投资行为；二是进一步完善境外投资备案报告管理
制度，按照“鼓励发展+负面清单”的模式，引导和规
范企业境外投资的行为；三是加强境外投资事中事
后的监管，按照“放管服”的要求，适时启动境外投资
领域“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确保企业规范健康

“走出去”；四是积极推进境外投资立法，将境外投资
引导、监管、规范、保障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五是健全
公共服务体系，加强“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

整合资源，实现“一站式”信息服务，帮助企业更好地
防范和应对境外投资风险。

在介绍消费品市场运行情况时，高峰表示，7 月
份全国消费品市场保持了平稳增长，继续呈现稳中
向好态势。

数据显示，7 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到 2.96万亿元，同比增长 10.4%，增速较上年同期加
快 0.2 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9.6%。1
至 7 月累计同比增长 10.4%，与上半年持平。商务
部监测的 5000 家重点企业零售额 7 月同比增长
5.1%，比去年同期加快 1.4 个百分点，创下 2015 年
以来最高水平。

商务部回应当前热点——

境外投资管理坚持“三个不动摇”

《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
于 10 月 1 日起施行。《办法》对无证无照经营行为做
了合理的区分，明确地界定了某些不受查处的无证
无照经营行为。这些特殊的经营行为将不再要求经
营者办理工商登记，虽然没有营业执照，但属于合法
经营，不受查处。日前，国务院法制办、工商总局负
责人就《办法》的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为什么要出台《办法》？

答：现行《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是国务院
2003 年 1 月制定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未依法取
得许可的“五小”（小火电厂、小玻璃厂、小水泥厂、小
炼油厂、小钢铁厂）等无证无照经营活动比较突出的
问题。现行《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的颁布施行，为
工商部门查处无证无照经营提供了法律依据，对整
顿市场秩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
是，随着商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实施中出现了一
些与实际情况不适应的问题，主要是对无证无照经营
查处的范围过宽，难以满足鼓励创业创新的需求，对
工商部门与许可部门的监管职责划分也不够清晰，相
关条款与行政强制法规定不一致等。2015年10月13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先照后证”改革后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的意见》（国发〔2015〕62 号文），要求进一步
转变市场监管观念，明确监管职责，创新监管方式，
构建权责明确、透明高效的事中事后监管体制，适应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需要。有必要通过调整相关规

定，落实国发〔2015〕62 号文精神，充分巩固改革成
果，构建良好的市场秩序，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问：制定《办法》的总体思路是什么？

答：一是按照推进“放管服”改革的要求，限定无
证无照经营的查处范围，做到“该管的管住，该放的
放开”，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更加宽松的制度
环境。二是严格落实国发〔2015〕62 号文精神，调整
工商部门和许可部门的市场监管职责，构建分工明
确、沟通顺畅、齐抓共管的事中事后监管体制。三是
认真总结现行《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实施的经
验，突出问题导向，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问：《办法》在放管结合、简除繁苛方面作了哪些

规定？

答：对无证无照经营，要严格依法查处，但也要
充分注意到满足群众生产、生活的合理需求，为创业
创新营造良好的政策氛围。《办法》在调整范围、执法
方式和法律责任等方面作了适当调整。

一是进一步放宽不属于无证无照的经营活动范
围，鼓励社会投资创业，激发市场活力，并为地方人
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灵活创新管理预留制度空
间。《办法》明确规定，以下两类经营活动不属于无证
无照经营：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场所和
时间，销售农副产品、日常生活用品，或者个人利用
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
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的规定，从事无
须取得许可或者办理注册登记的经营活动。

二是强调督促、引导，调节管控力度，避免一概
取缔的简单化执法。《办法》明确规定，查处部门应当

坚持查处与引导相结合、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对具备办理证照的法定条件、经营者有继续经营意
愿的，应当督促、引导其依法办理相应证照。

三是对法律、行政法规对其处罚没有明确规定
的无照经营行为，鉴于其社会危害性不大，《办法》适
当减轻其法律责任，不再予以没收工具，并降低了罚
款数额。

问：《办法》对明确部门权限、厘清监管职责作了

哪些方面的规定？

答：明确工商部门和许可部门对无证无照经营
的查处权限、厘清职责，有利于构建权责明确、透明
高效的事中事后监管体制。《办法》明确规定：对无照
经营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予以处罚。对无证经营的，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对负责查处无证经营的部门有明确规定
的，由规定的部门查处；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没有
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确定的部门查处。对既无证也无照从事经营活
动的，依照无证经营的规定予以查处。

问：《办法》在加强协同监管方面做了哪些规定？

答：为形成监管合力、提高行政效能，《办法》强
调加强政府部门间的组织协调和信息共享，并引入
信用监管，明确规定：一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
有组织、协调职责。二是查处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
责，密切协同配合，利用信息网络平台加强信息共
享，发现不属于本部门查处职责的无证无照经营，及
时通报有关部门。三是查处部门将无证无照经营记
入信用记录，并依法公示相关信息。

限定查处范围 厘清监管职责
——国务院法制办、工商总局负责人就《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答记者问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万祥

本报济南 8 月 24 日电 记者单保江、通讯员
邓志云报道：全国工商联 24 日在山东济南发布
2017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榜单。名列榜首的华为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6 年营业收入突破 5000 亿
元，其后为苏宁控股集团、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
公司、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正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均突破 3000
亿元。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黄荣表示，2016 年，我国民
营企业 500强继续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入围门槛大幅提升。入围门槛比上一届增加
了 18.77亿元，达到 120.52亿元。

超大型企业快速增长。2016 年，民营企业资
产总额突破 1000 亿元的共有 50 家，增加 16 家。
恒大集团有限公司以 13508.68 亿元的规模位居资
产总额榜首。

质量效益稳步提高。2016 年，民营企业 500
强营业收入总额达到 193616.14 亿元；资产总额为

233926.22 亿元；税后净利润总额为 8354.95 亿元，
为 2011年以来最高增长率。

社会贡献继续加大。2016 年，民营企业 500
强 纳 税 总 额 达 到 7995.75 亿 元 ，比 上 一 年 增 长
24.53%，创历史新高。2016年，民营企业 500强员
工人数为 888.17万人，同比增加 7.40%。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三产业入围企业数量
从 2012 年的 117 家增至 2016 年的 154 家，增长幅
度为 31.62%；而第二产业入围企业数量连续 5 年
下降，从 2012年的 380家降至 2016年的 341家。

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2016 年民营企业
500 强继续加强研发投入力度，研发人员超过 3%
的企业数量为 313 家；研发费用投入力度加大，研
发强度超过 1%的企业数量为 170 家。其中，华为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百度公司研发强度最高，分别
达到 14.65%和 14.39%。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全面
提升，数据显示，有 394 家 500 强企业关键技术来
源于自主开发和研究，占 78.8%。

2017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
质量效益稳步提高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8 月 24 日 ，选 手 在

2017 世 界 机 器 人 大 会 机

器人比赛现场认真备战。

2017 世 界 机 器 人 大

会举办期间，大批市民来

到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

心，近距离接触体验机器

人技术，感受尖端机器人

带来的科技魅力。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机器人大赛
显科技魅力

本报北京 8 月 24 日讯 记者常理报道：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4 日公布了 2017 年项目资
助进展情况。截至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共接收项目申请 190840 项，创历史新高；全年
将安排中央财政经费资助计划 248 亿元，目前
已完成 78.29%。

在 8 月 24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
卫介绍说，今年基金委继续稳定支持自由探索，
自由探索项目资助金额占比保持在 70%左右，
保障科研人员自主选题大胆探索，推动学科协
调可持续发展。

在今年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项目中，加大
了对青年科研人员的支持力度。“经过多年发
展，科学基金已形成了完整的人才资助的体系，
比如我们的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是 1994 年开始
设立的，到现在已经是 23 年了。”杨卫说，今年
共资助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7523项。

杨卫表示，资助项目中项目负责人的年龄
呈现不断年轻化的趋势。2011 年以来，面上项
目负责人中年龄在 40 岁以下的占比稳步提高，
今年达到 46.22%，比 2011 年提高了约 10 个百
分点。

据介绍，今年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总
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的 190840 项，也使得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成为国际同类基金组织中的
年接收申请量最大的一个机构。

针对这一现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副主任高瑞平表示，近十年来我国加大原始创
新力度，科技实力稳步增加，广大科技工作者对
自然科学基金也越发关注，申请量每年都有大
幅提高。项目领域也逐步向推动产业经济发
展、提高社会发展水平、保障人民健康生活等相
关科学领域拓展。

杨卫表示，下一步，基金委将继续推动科技
成果转化，推动科学知识的共享和传播，截至目
前 ，已 公 开 结 题 项 目 164769 项 ，项 目 成 果
2482433个。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17

年度项目申请量创新高

截至目前共接收项目申请十九万余项

本报北京 8 月 24 日讯 记
者陈果静报道：中国人民银行 24
日发布《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

（2016）》。《报告》提出，加快出台
《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大力
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
适度竞争中增加农村金融供给。

数据显示，自 2007年创立涉
农贷款统计以来，全部金融机构
涉 农 贷 款 余 额 累 计 增 长
361.7%。涉农贷款余额从 2007
年末的 6.1万亿元增加至 2016年
末的 28.2 万亿元，占各项贷款的
比重从 22%提高至 26.5%。

《报告》显示，债券股票等直
接融资有较快发展，农产品期货
市场从无到有，功能逐渐显现。
2007 年至 2016 年，我国农业保

险保费收入从 51.8 亿元增长到
417.1 亿元，参保农户从 4981 万
户次增长到 2.04 亿户次，承保农
作 物 从 2.3 亿 亩 增 加 到 17.2 亿
亩，分别增长了 7.1 倍、3.1 倍和
6.5倍。

《报告》提出，下一步农村金
融的改革创新，要坚持市场化发
展和政策支持有机结合的基本取
向，以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为
主攻方向，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
为根本途径，加快健全开放包容、
适度竞争、鼓励创新、风险可控的
农村金融体系。加快农村信用社
特别是省联社改革，提升农村信
用社综合服务水平，加快出台《非
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大力推动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6）》提出

大力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本报北京8月24日讯 记者
曾金华 欧阳优报道：中国社科
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税收研
究中心 24 日发布我国政府资产
负债表研究成果显示，我国政府
净资产规模巨大，政府总资产完
全能够覆盖总负债，政府债务风
险总体可控，同时需要注意防范
局部风险，警惕累积的债务风险。

据介绍，现代化的财政治理
需要有良好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
体系相配套。政府综合财务报告
内容主要包括政府资产负债表、
收入费用表等财务报表和报表附

注，以及以此为基础进行的综合
分析等。无论从应对金融风险的
角度，还是从推进财政治理现代
化的角度，我国都应构建符合自
身特点的政府资产负债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后，中国社科院财政税收研究中
心即启动了“中国政府资产负债
表 ”项 目 的 研 究 ，研 究 成 果 于
2014 年首次发布，此次为第三次
发布。项目组不仅探索设计了我
国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框架体系，
还在此基础上试编和分析了我国
政府的资产负债表。

社科院研究成果显示

我 国 政 府 债 务 风 险 总 体 可 控

本版编辑 管培利 辛自强

本报北京 8 月 24 日讯 记
者刘慧报道：国家粮食局 24 日发
布《关于做好政策性粮食销售出
库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全
面排查整治政策性粮食销售出库
中存在的问题隐患，确保粮食库
存顺利消化。

为避免粮食拍卖公示质量与
实际情况不符导致的商务纠纷，

《通知》 要求进一步强化政策性
粮食销售质量管理。今后组织粮
食竞价销售，中储粮总公司要提
前一周提报挂拍标的清单并公
示。有意向竞买的国家粮食局交
易协调中心会员单位，须提前实

地查看或查验标的实物质量情
况。粮食质量情况一经确认，粮
食成交后不得再对粮食质量提出
异议。

为防止政策性粮食承储库点
瞒报出库能力，变相阻挠粮食出
库，《通知》 要求进一步强化承
储库点出库能力核验。中储粮直
属企业和所在地粮食行政管理部
门要提前组织，结合承储库点入
库能力、交通状况、出库条件
等，对出库能力进行现场核验，
并对核验结果的真实性负责，有
关情况随标的清单一并向社会
公示。

国家粮食局发布通知

政策性粮食销售“出库难”有望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