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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我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额增长20.7％
截至3月底工程承包累计营业额达1569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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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国家医疗保障局正式挂牌。医
疗权益保障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因
而该局成立受到各方关注。从新成立的国家医
疗保障局职责看出，无论是医疗保险、生育保
险、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制度的拟订，还是国家
异地就医管理和费用结算平台的完善，又或是
药品、医疗服务价格和收费标准的制定调整，这
个部门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健康是人的基本权利，医疗保障对普通人
来说，是从事学习、工作、生活等一切活动的基
础；对社会来说，是维护公平正义、保障正常运
行的重要支撑；对国家来说，是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任务，是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保障。

也正因为如此，此次机构改革将原来分散
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国家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政部等
部门的相关职能集中在一起，力求推进医疗、医
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更好保障病有所医。

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双轨制、地区间医疗水
平发展不平衡、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窄、医师医
疗资源匮乏、药品价格居高不下，等等，这些问
题长期存在，各种利益问题相互交织，是改革中
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此，群众对新成立的国家医疗保障局怀
有重大期盼，希望新的机构能推动保险覆盖更
全面、看病更便捷、药价更低。新成立的国家医
疗保障局所承担任务之重大，推动改革之艰巨，
由此可见一斑。

新部门成立只是一个开始，关键是要以此为
起点，深入推动医疗保障事业改革和发展，让“看
病难”“看病贵”真正成为历史，这些是人心所盼。
完成这样的使命，任务是繁重的，从广度上看，要
完善以基本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兜底、商业保险为补充的多层次医
疗保障体系，做到应保尽保；从深度上看，要完善大病救助等手段，不
出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现象；在便利性上，要加强完善国家异
地就医管理和费用结算平台，让老百姓弄得
懂、用得上；在医疗费用上，要加快推进医药
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减少中间环节，让医者
有动力、患者有信心……国家医疗保障局任
重而道远，必须砥砺前行。

本报北京5月31日讯 记
者李华林报道：国家外汇管理
局5月31日公布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 （QFII） 投资额度审批
情况表、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 （RQFII） 投资额度审
批情况表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
者 （QDII） 投资额度审批情况
表。数据显示，截至 5 月 30
日，QDII 获批额度为 1015.03
亿 美 元 ， RQFII 获 批 额 度 为
6158.52 亿元，QFII 获批额度
为994.59亿美元。

具体来看，截至 5 月末，
QDII 获批额度为 1015.03 亿美

元，较上月末的983.33亿美元
增加31.7亿美元，连续第二个
月增加。其中，证券类合计为
454 亿 美 元 ， 相 比 4 月 新 增
18.8 亿美元，也是 4 大类机构
中额度增加最多的机构。此
外，保险类合计为334.53亿美
元，相比 4 月份新增 6.1 亿美
元；银行类合计为 143.4 亿美
元，新增 5 亿美元；信托类合
计为83.10亿美元，新增1.8亿
美元。到 5 月末，RQFII 获批
额度为 6158.52 亿元，较 4 月
末 的 6148.52 亿 元 ， 增 加 10
亿元。

本报北京5月31日讯 记
者亢舒报道：近日，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联合
发布《全国住房公积金 2017 年
年度报告》，全面披露了2017年
全国住房公积金管理运行情况，
以 及 产 生 的 社 会 经 济 效 益 。
2017 年，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
额 18726.7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06％，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
额连续 5 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
增长速度。

《报告》显示，住房公积金制
度覆盖面进一步扩大，缴存金额
持续增加。2017 年，住房公积
金实缴单位 262.33 万个，实缴

职工 13737.22 万人，分别比上
年增长 10.11%和 5.15%，全国
净 增 住 房 公 积 金 缴 存 单 位
24.08 万 个 ，净 增 实 缴 职 工
672.72万人。

《报告》显示，住房公积金有
力支持职工基本住房消费，切实
减轻职工住房消费负担。2017
年 ，住 房 公 积 金 提 取 额
12729.80 亿元，其中住房消费
类提取 10118.95 亿元，占当年
提取额的 79.49%；住房租赁提
取 444.7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2.21% ，住 房 租 赁 提 取 人 数
495.52 万人，人均提取金额 0.9
万元。

本报北京5月31日讯 记
者周雷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
年前4个月，中央企业累计实现
营业收入8.6万亿元，同比增长
9.1% ；累 计 实 现 利 润 总 额
5306.5 亿元，同比增长 19.2%，
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 16.7%。
其中，4月份当月盈利创历史同
期最高水平。超过半数中央企
业效益增幅超过 10%，其中近
40 家企业效益增幅超过 20%。
1月份至4月份中央工业企业实
现利润总额 3004.5 亿元，同比
增长25.5%。同期，中央企业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近5000亿元，
总体增长平稳。

数据还显示，中央企业成本
费用管控成效显现。今年以来，
中央企业深挖降本潜能，加大非
生产性费用的压减，1月份至4月
份成本费用总额增速低于收入增
速0.5个百分点，其中销售费用
增速低于收入增速2个百分点；
成本费用利润率同比提高0.6个
百分点，石油石化、交通运输、钢
铁、火电等行业成本费用利润率
同比提高超过1个百分点。

此外，中央企业控股境内
上市公司今年一季度经营业绩
继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营业
收 入 、净 利 润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8.9％、24.8％。

本报北京5月31日讯 记者冯其
予报道：在商务部5月31日举行的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高峰表
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经贸领域
合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组织成员
国贸易往来更加紧密，投资与承包工
程成果丰硕，互联互通取得积极进
展。今年一季度，我国与上合组织成
员国贸易额增长20.7％。

贸易方面，2017年我国与上合组
织成员国贸易总额2176亿美元，同比
增长 19%。其中中方出口 1503 亿美
元，同比增长 15.1%，中方进口 673 亿
美元，同比增长 28.5%。2018 年一季
度贸易额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
增幅达到 20.7%，中国与各成员国贸
易商品结构逐渐优化，机电产品和机
械设备的比重不断提高。

投资方面，截至2018年3月底，我

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各类投资存量约
为840亿美元，多个大型能源、矿产和
工业制造项目顺利推进；我国在上合
组织成员国工程承包累计营业额达到
1569亿美元，一大批公路、电站、管线
工程成为区域示范性项目。

互利互通方面，《上合组织成员
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
生效，中吉乌公路全线贯通，中国—
中亚天然气管线和中哈、中俄原油管
道建成运营，中欧班列常态化高效运
行,上合组织区域内初步形成涵盖公
路、铁路、油气和通信的复合型基础
设施网络，进一步拉紧成员国间的利
益纽带。

高峰说，上海合作组织不仅是丝
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平台，而且
连接海上丝绸之路，联动亚欧两大市
场。即将召开的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是

上合组织扩员以后的首次峰会，中方
将会同各方一道，秉持“上海精神”，努
力在经贸领域推动以下成果：

一是努力凝聚共识，发出响亮的
共同声音。继续弘扬“上海精神”，谋
求共同发展，强调完善全球治理、巩固
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

二是持续发力，推动贸易便利化
进程。按照上合组织成立之初确定的

“三步走”的目标，支持进一步完善贸
易便利化机制和法律基础。

三是共绘蓝图，注入新的合作动
能。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为区域经
济合作带来新鲜的血液和新的动力。
各方有望在加强中小微企业合作、发
展服务贸易、促进电子商务、加强经济
智库合作等方面达成更多的共识。

此外，商务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 1 月份至 4 月份，我国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合作不
断深化，取得积极成果。

一方面与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投
资合作不断加深。今年 1 月份至 4 月
份，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货物贸易进
出口额3891亿美元，同比增长19.2%；
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46.7 亿美元，
同比增长17.3%；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
业额242亿美元，同比增长27.7%。另
一方面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
与格鲁吉亚自贸协定正式生效，与毛里
求斯举行首轮自贸协定谈判，与欧亚经
济联盟签署经贸合作协定，中巴自贸区
第二阶段谈判继续推进。

据统计，截至 4 月底，我国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境外经贸合作
区75个，累计投资255亿美元，入区企
业超过3800家，上缴东道国税费近17
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近22万个。

本报北京5月31日讯 记者李万
祥报道：5月31日上午，国家医疗保
障局举行揭牌仪式。至此，按照国务
院机构改革的统一部署，国务院新组
建部门和单位已全部挂牌。

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医疗
保障局整合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的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生育保险职责，国家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职
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药品和
医疗服务价格管理职责，民政部的医
疗救助职责。

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

王虎峰认为，新格局下“三医联动”
如何机制化和制度化，这是国家医疗
保障局需要研究的新课题。

王虎峰认为，国家医疗保障局的
设立将加强险种、项目之间的衔接。
比如，城乡居民医保项目之间、基本
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之间，过去都是

由多个部门、多个项目管理，通过归
并统一以提高管理效率，减少管理环
节，这对于提高整体的经办管理效率
提供了一种可能。

专家认为，医疗保障体系经职
能 整 合 后 ， 将 更 好 地 发 挥 保 障 困
难 群 众 基 本 医 疗 权 益 的 基 础 性 作
用 。 未 来 的 服 务 也 将 更 加 有 效 、
更 加 紧 凑 。 同 时 ， 国 家 医 疗 保 障
局 将 医 疗 救 助 整 合 其 中 ， 这 就 为
未 来 将 保 险 和 救 助 进 一 步 融 合 创
造了条件。

国 家 医 疗 保 障 局 正 式 挂 牌

新华社上海5月31日电 （记者
潘清） 5月31日收盘后，A股正式纳
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这是自2013
年 6 月 摩 根 士 丹 利 资 本 国 际 公 司

（MSCI）启动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
指数全球征询后的首次正式纳入，也
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进程中的又
一标志性事件。

当日下午，“A 股纳入 MSCI 启动
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举行。
来自上海市政府、MSCI、沪深交易所的
有关负责人以及境内外约80家金融机
构的代表共同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当日盘后数据显示，A 股市场运
行平稳，总体表现为持续上涨。以沪
市为例，上证综指收报3095.47点，涨
幅 1.78％，成交 1851.99 亿元，较上一
交易日小幅减少。沪市MSCI纳A板
块上涨1.81％，成交760亿元，较上一
交易日增加14％。

从资金流入情况看，沪股通流入
MSCI纳A板块金额明显放大，买入金
额增加至112.7亿元，创年内单日最高，
约为近一个月平均水平（44亿元）的2.5
倍，146只样本股上涨率91％，其中7只
涨幅超过5％，无个股涨停。从尾盘表
现看，最后5分钟沪市MSCI纳A板块

上涨 0.13％，推动上证综指上涨 2.94
点。沪股通买入MSCI纳A板块金额
20.28亿元，占其全天买入金额的18％。

据了解，跟踪MSCI新兴市场基金
的主要被动基金已完成A股纳入标的
建仓，这意味着A股纳入MSCI指数基
本实现平稳过渡。

A 股正式纳入 MSCI 新兴市场指数

5月31日，国家重点水利项目广东

韩江高陂水利枢纽工程正在加紧建设。

高陂水利枢纽工程位于韩江干流

的广东梅州市大埔县高陂镇，总投资

61.54亿元，是以防洪、供水为主，兼顾

发电和航运等功能的综合性水利枢

纽。该工程建成后，将有效解决粤东

防洪安全和水资源紧缺等问题，改善

韩江干流的航运条件和下游河道的生

态环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前 4 个月央企利润增长 19.2%
成本费用管控成效显现

截至5月末

QDII 获批额度逾 1000 亿美元

去年住房公积金缴存额增长 13.06%
年度缴存额连续5年快速增长

广东韩江：

高陂水利枢纽加紧建设

今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从
6 月 1 日开始执行。为了加快推动粮
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日前发布的

《2018年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执行
预案》，对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收购
政策做了大幅度调整。中储粮集团公
司近日就今年政策性粮食怎么收、农
民怎么卖等问题做了说明。

新粮上市初期，市场较为活跃，多
元主体入市收购积极，是市场价格形
成的关键时期，为了给市场化收购腾
出空间，今年《预案》对最低收购价政
策执行时间作了适当延后，缩短了最
低收购价收购期。小麦调整为当年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政策执行时间延
后了 11 天；早籼稻调整为当年 8 月 1
日至9月30日，政策执行时间延后了
16 天；中晚籼稻调整为当年 10 月 10
日至次年1月31日，政策执行时间延
后了24天；粳稻调整为当年11月1日
至次年 2 月末，政策执行时间延后了

22天。中储粮方面表示，虽然政策执
行时间有所延后，但在政策执行期内，
农民可以自主选择售粮时机，不必急
于集中售粮。

今年《预案》细化了最低收购价政
策启动条件。中储粮方面表示，中储粮
将加强市场价格监测，严格规范预案启
动和停止程序。最低收购价收购启动
前3天内，中储粮与有关方面共同组织
对收储库点储存的粮食逐仓清点登记，
核实查验空仓，锁定拟收储货位，排查
各类风险隐患。同时，严禁委托收储库
点、租赁库点擅自延伸设点（仓）收购、
擅自调整货位，最低收购价收购量不得
超过核定有效空仓容和收储能力。市
场收购价格回升到最低收购价水平以
上时，启动地区要及时停止《预案》实

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支持各类
企业积极开展市场化收购。

下调最低收购价格，使其更加贴
近市场水平，是推进粮食收储制度改
革、激活市场要素主体的重要举措。
今年小麦最低收购价为每斤 1.15 元，
比 2017 年每斤下调 0.03 元；早籼稻、
中晚籼稻和粳稻最低收购价格分别为
每斤 1.20 元、1.26 元和 1.30 元，分别
比 2017 年下调了 0.10 元、0.10 元和
0.20 元。需要注意的是，最低收购价
指的是到库价，与粮食经纪人走村串
户的粮食收购价格不同，农民售粮前
要综合考虑搬运、运费等成本，自主决
定到粮库售粮还是卖给粮食经纪人。

为了向市场释放好粮好价的政策
信号，引导种粮农户更加重视粮食质

量，今年国家提高了最低收购价粮食
收购质量等级标准。中储粮有关负责
人表示：“中储粮要严把粮食入库质量
验收关，中储粮直属企业将督促收储
库点在显著位置摆放等级标准参考样
品，配备符合规定的检验仪器和设备，
开展收购前的检验人员培训，严格按
国家规定方法进行检验，确保检测结
果真实准确。在此，提醒广大农民朋
友在售粮前，尽可能对粮食进行清理
整晒，以免因质量不合格退车造成不
必要的奔波。经整理还不能达标的粮
食，将严格按照《预案》规定,配合地方
政府组织收购处置。”

为了确保售粮款落到农民的口袋
里，今年《预案》明确要求不再由收储
库点代为支付粮款，而是由中储粮直
属企业直接支付给售粮者。据了解，
中储粮集团已经实现了委托收储库点

“一卡通”全覆盖，所有最低收购价粮
食必须全部通过政策性粮食“一卡通”
收购系统进行收购，加强线上审核与
现场监管，确保收购真实。加强对资
金拨付的监管，确保将售粮价款直接
支付给售粮人，严禁“打白条”。

中储粮集团详解今年粮食收购政策——

适当延后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时间
本报记者 刘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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