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要闻3 2018年5月22日 星期二

公开数据表明，在芯片、数控机床、
仪表仪器等高科技产品领域，中国每年
的进口数额巨大。“目前，从我国电子信
息产业发展情况来看，集成电路、平板显
示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精密加工设备，
以及高端芯片等产品约有95%以上依赖
进口，目前我们还没有条件生产这些产
品。进口高科技产品是为了满足我国百
姓的消费升级需求，也有利于我国自主
开放创新，促进产业发展，更好实现我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
合会执行秘书长高素梅表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加工走向制
造进而走向创造，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但

在高端技术、高端设备、高端原材料等方
面仍有不足。

据统计，2017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
额为2601亿美元，已成我国最大宗进口
商品。对此，高素梅分析说，目前我国集
成电路在工艺和研发水平方面与发达国
家相比仍有距离。我国集成电路产品的
出口量超过进口量的50%，但出口金额
仅是进口金额的四分之一。这表明，在
集成电路领域，高端产品基本依靠进口，
我国还停留在产业链的中低端区间。

高素梅认为，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
化的背景下，从电子信息产业的产业链
分工来看，美国是基础理论和技术创新

强国，中国是应用创新和市场大国，两国
在产业链和技术创新上具有很强的互补
性和依赖性。中美两国紧密合作，是推动
全球产业变革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基础。

“当前，全球经济呈现高度融合发展
态势，正处于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创新关
键时期。因此，我们从国际上特别是美
国进口部分高端技术、高端产品，不仅有
利于支持整个产业发展，还能为全球经
济发展带来利好。”高素梅说。

高素梅表示，要坚持自主创新和开
放创新相结合。要在自主可控的前提下
有效用好开放资源，在开放应用下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才能进一步提升产业可

持续发展能力。
多年来，中美两国在高科技领域一

直深化双向投资。以电子信息行业为例，
据高素梅介绍，我国有超过一半的电子
信息百强企业，其海外营收占企业总体
收入的一半以上；同时，外资企业在我国
电子信息行业的收入比例也超过了
一半。

“中国正日益参与更多的国际分工
和合作。中美深化合作和双向投资的前
提是加强双方知识产权保护合作，要互
相为对方提供开放、公平、有利的投资环
境，才能实现互惠互利、共赢发展。”高素
梅说。

合作有利于推动全球产业变革
——访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执行秘书长高素梅

作为全球经贸体系中的重要利益攸
关方，中美两国达成不打贸易战的共识，
并决定在诸多领域开展经贸合作，无论
是对当事双方还是对全球经济发展，都
是一个理性而正确的选择。

贸易战向来没有赢家，选择以磋商
和谈判的方式，寻求彼此利益的最大交
集，是国际经贸往来的应有姿态。从本
月初北京磋商的“坦诚、高效、富有建设
性”，到上周华盛顿磋商的“积极、务实、
富有建设性和成果”，措辞之间的变化释
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双方正朝
着务实解决问题的方向不断前行。

研读声明不难看出，中美“六点共识”
与中国既定目标并行不悖，与此同时，在
贸易、投资、营商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等焦
点问题上，中美双方也没有回避困难，而
是努力找到缩小分歧的途径，这一努力也
为最终达成共识奠定了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在诸如能源、农产
品、医疗、高科技产品、金融等一些具体
领域，双方明确将加强经贸合作、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鼓励双向投资，这既有利于
美方削减贸易赤字，也有利于推动中国
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从1979 年中美建交之初的25亿美
元，到如今的 5800 亿美元，中美贸易额
的不断跃升，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
的光辉历程，也再次传达出中美经贸合
作契合时代潮流、造福两国民众的朴素
道理。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中国日益升
级的市场需求与来自美国的优质产品和
服务供给将形成有效对接，在互惠互利
中实现合作共赢。

应该看到，中美两国在经济结构、文化认知等方面的差异
是长期存在的。要充分认识到解决贸易争端的长期性、复杂性
和艰巨性，既要本着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以对话取代不
理性的对抗，用协商的方式化解分歧和矛盾，也要抓住当前中
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时机，坚定不移地推进扩大开
放，不断提升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和能力。

在
互
惠
互
利
中
实
现
合
作
共
赢

顾

阳

本报北京5月21日讯 记者钱箐旎报道：在充分吸纳社
会各界合理意见建议的基础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21日发布了《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指引》。

据介绍，《指引》明确了数据治理架构，要求确保数据治理
资源充足配置，明确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等的职责分工，
提出可结合实际情况设立首席数据官。

《指引》明确，提高数据管理和数据质量质效。《指引》提出
数据管理主要方面的要求，并明确提出建立自我评估机制，建
立问责和激励机制，确保数据管理高效运行。全面强化数据
质量要求，建立数据质量控制机制。

《指引》提出,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将数据应用嵌入到业
务经营、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全流程，有效捕捉风险，优化
业务流程，实现数据驱动银行发展。突出强调数据加总能力
建设、新产品评估要求，有效评估和处理重大收购和资产剥离
等业务对数据治理能力的影响。

《指引》明确了监管机构的监管责任、监管方式和监管要
求。对于数据治理不满足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要求的银
行业金融机构，要求其制定整改方案，责令限期改正；或与公
司治理评价、监管评级等挂钩；也可依法采取其他相应监管措
施及实施行政处罚。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指引》的发布和实施有助于
推动银行业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拓展新业务，挖掘
新动能，提升服务能力，提高经营管理质效。

《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指引》发布
实现数据驱动银行发展

5月2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发布《2017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
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
2017 年末，全国就业人员 77640 万人，
比上年末增加 37 万人。其中城镇就业
人员4246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34万
人。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从近 5 年数据看，2013 年到 2017
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分别为1310
万人、1322万人、1312万人、1314万人、
1351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连续5年控
制在 4.1%以内。2017 年末，城镇登记
失业率为多年最低的3.9%。

在就业保持增长的同时，我国就业
结构进一步优化。2017年，全国就业人
员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 27.0％；第
二产业就业人员占28.1％；第三产业就
业人员占44.9％。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就
业占比近5年呈持续上升趋势，成为吸
纳就业的主力军。专家预测，未来我国
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仍然巨大，预计到

“十三五”时期末，第三产业吸纳就业占
比将超过50%。

社会保险方面，到2017 年末，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50202亿元，其
中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
43885 亿元，社会保障制度运行保持
平稳。

《公报》显示，2017 年末，全国参加
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91548万人，比上

年末增加2771万人。其中，参加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40293万人，比
上年末增加2364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人数51255万人，比上年末
增加408万人。

数据显示，2017 年全年，五项社会
保险基金收入合计67154亿元，比上年

增加 13592 亿元，增长 25.4%。基金支
出合计 57145 亿元，比上年增加 10257
亿元，增长21.9%。

养老保险方面，2017年全年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收入46614亿元，比上年增
长22.7%。全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4042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9%。养老
金收入增幅超过支出增幅，保证了养老
金的当期发放和支付。

到 2017 年末，全国共有 8.04 万户
企 业 建 立 了 企 业 年 金 ，比 上 年 增 长
5.4％。参加职工人数为 2331 万人，企
业年金基金累计结存12880亿元。

《公报》显示，截至2017年底，我国
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 313.2 万人，其中
2017年回国48.09万人。全国建成各级
各类留学人员创业园351个。

《公报》显示，2017 年末，全国共有
技工院校2490所，在校学生338万人。

在劳动关系方面，2017 年，全国企
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90%以上。数据显
示，2017 年，全国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
构共主动检查用人单位171.9万户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公报》显示，截至2017年末，我国就业人员超过7.7亿人——

就业形势持续稳定 结构进一步优化
本报记者 韩秉志

5月21日，江西上饶市横峰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百川电导
体有限公司，员工在加紧生产。近年来，横峰县不断推动有色
金属产业链延伸和转型升级，工业经济呈现快速发展势头。

叶晓枫摄

本报西安5月21日电 记者雷
婷报道：21日上午，始发自德国汉堡、
满载京东全球购快消品的中欧班列

“长安号”首趟跨境电商物流专列抵达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西
站新筑车站。

据 介 绍 ， 此 次 物 流 专 列 的 开
行，不仅为中欧班列运营增添了新
动力，更推动了西安跨境电商物流
发展，深化了西安作为对外开放新
高地、“一带一路”起始点的贸易中
心属性，推动西部地区发展跨境电
商流通。

右图 5 月 21 日，“长安号”中欧
班列跨境电商物流专列抵达西安。

庄敬平摄

中欧班列“长安号”跨境

电商物流专列抵达西安

尽管没有了“托市”收购，辽宁省昌
图县曲家镇双赢农机合作社的刘涛今年
并不担心自家的玉米卖不上好价钱。合
作社与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中粮贸易
曲家粮库签署了“粮食银行”合同，还在
手机里装上了“粮圈儿”APP，查看实时
粮价和存粮价值。“收粮之后没落地就直
接拉进中粮储备库，粮食损耗从以往的
6%降至接近零，每亩地还可以节省 30
元的运费。”刘涛说。

这是中粮推行的“粮食银行+”农业
综合服务平台功能之一。自2016年起，
中粮在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粮食主产
区，以区域粮库为抓手搭建起“粮食银
行+”农业综合服务平台，将订单农业、
农资服务、农机服务、粮食银行、农业金
融、增值服务整合起来直接对接服务农
民，改变传统收购粮食贸易中间商的角
色，把农业生产与物流、加工环节对接，

连接起小农户和大市场，直接提高农民
收益，服务国家粮食安全。

什么是“粮食银行”？中粮贸易农业
产业化部总经理陈涛说，中粮依托自身
在粮食主产区的粮库资源，在保障农民
粮食所有权的前提下，为农民提供包含
烘干、仓储、分批次结算、资金支持等一
系列综合服务，同时，企业可以获得粮食
经营权，这就是“粮食银行”。其核心是
改变了传统的农民储粮、卖粮习惯，从

“存粮在家”变为“存粮到库”。
中粮贸易辽宁公司联合大数据公司

实现了“粮食银行”全流程数字化监控，
以清晰的数字化存单解除了农民的疑
虑。中粮贸易大数据农业公司总经理助
理王志国介绍，通过“粮圈儿”APP实现
全流程线上操作，帮助农户实现了“零损
耗、省运费、线上卖”。未来将把种粮人、
种子商、农机商融入其中，形成农业生产

和交易的生态圈。
“2017年，中粮‘粮食银行+’体系合

计覆盖面积598万亩，惠及约41万户农
民。”陈涛表示，农民在这个过程中可以
随时进行结算，既减少了担保、霉变的风
险和费用，又能分享市场价格波动的机
会，可以使农民将粮食卖到理论上的最
高价。农民在获得储粮、售粮保障后，扩
大种植规模的底气更足了。

中粮将自己的产业链上下游优势对
接到“粮食银行”上，与第三方合作伙伴
一起共同扩展出“粮食银行+”生态圈。
中粮梳理了农户从种植到收获、销售的
整个农业投入—产出的业务链条，将农
户的农业服务需求，分为种植订单需求、
农资投入需求、农业金融需求、农机服务
需求、粮食销售需求等5大类，携手化肥
生产企业、种子公司、农机合作社、银行、
担保公司等社会合作伙伴，共同提供对

农服务。
以“粮食银行+”订单农业模式为

例，根据下游市场对上游农业生产提出
品种、品质需求，选择最佳适宜区域，由
当地村屯带头人成立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中粮与其建立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带
动当地农民连片种植、统一种植技术。

在推广“粮食银行+”模式过程中，
中粮集团与农业合作社与农民建立起合
作，因地制宜定制“粮食银行+”的组合
方式。中粮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赵双
连表示，中粮改变了过去坐在家里收粮
当“坐商”的模式，正落实中央提出的培
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要求，从传统农
贸企业转变为新型生产服务经营主体。
今后拓展创新农业产业化模式，实现农
业生产与现代化大市场的结合，要依靠
大型国企来引领，用新型的经济组织和
业态来推动，保障粮食安全。

中粮集团推行“粮食银行+”农业综合服务平台——

变“存粮在家”为“存粮到库”
本报记者 乔金亮

本报武汉5月21日电 记者刘慧报道：全国粮食科技成
果供需对接活动21日在湖北武汉举行。作为今年全国粮食
科技活动周的主要内容之一，本次科技成果对接活动旨在通
过建立、完善粮食行业科技成果、科研人才、科研机构与企业

“三对接”机制，搭建粮食科技资源共享平台，提升科技贡献
率，增强粮食产业健康发展新动能。

在粮食科技成果展示现场，涵盖储藏、加工、物流、质量安
全环节及粮食机械装备领域的众多创新成果悉数亮相，10多
项粮食行业科技计划项目成果公开发布。10家科研院所和
25家企业开展了科技成果、科研团队、科研机构与企业“三对
接”活动，以此拉近科技供需双方距离，促进科技与经济、研究
与产业紧密结合。据悉，活动当天共有23项粮食科技创新合
作项目达成签约，合作金额7000余万元。

粮食科技成果供需对接活动举行
10多项粮食行业科技计划项目成果发布

产业链延伸助推工业发展

打开对外开放新局面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 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