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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应美方邀请，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率中方代表团于8月22日至23日在华盛顿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
尔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就双方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建设性、坦诚的交流。双方将就下一步安排保持接触。

中美就双方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建设性、
坦诚的交流，双方将就下一步安排保持接触

本报北京8月24日讯 记者乔
金亮从农业农村部获悉：今年以来，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以乡村振兴战略
为总抓手，科学防灾减灾稳生产，培
育壮大乡村产业促融合，狠抓人居环
境整治优生态，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继
续保持了平稳向好态势。

农业生产稳中调优，粮食生产总
体稳定，畜禽水产养殖小幅调整。目
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全
国大部分地区土壤墒情适宜、光温水
匹配较好，秋粮长势正常。7月份生
猪 、能 繁 母 猪 存 栏 环 比 分 别 下 降
0.8%和 1.9%，市场供求关系有所改
善。自2017年二季度蛋鸡产能调整
后，我国蛋鸡养殖规模总体稳定，存

栏波动幅度小，7月份鸡蛋产量平稳，
市场供给有保障。1月份至7月份国
内水产品总产量 2936 万吨，较去年
同期上涨0.44%。

农产品市场价格处于低位，粮食
价格小幅上涨，“菜篮子”产品价格涨
跌互现。据农业农村部监测，7月份
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为97.2，环
比下降 1.2，同比上升 3.4；“菜篮子”
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96.5，环比下降
1.4，同比上升3.6。

一二三产业加快融合，农村新动
能加快成长。农产品加工业质量效
益提高，1 月份至 6 月份规模以上农
产品加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8万
亿元，同比增长6.1%；实现利润总额

5306 亿元，同比增长 7.5%。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快速发展，上半年接待
16亿人次，实现营业收入4200亿元，
同比增长 15%。农产品线上销售进
入快速通道，农村网商超过 980 万
家，带动就业超过2800万人。

绿色发展扎实推进，农村生态环
境加快改善。农业产地环境逐步改
善，生猪禁养区划定基本完成；化肥
农药使用量继续下降，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率超过 60%。优质农产品供
给明显增加，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
测总体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7%以上，
新认证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
8000多个，累计超过3.5万个。

农村投资消费等较快增长，乡村

发展潜力逐步释放。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带动农业农村投资保持较快
增长，1 月份至 7 月份全国第一产业
固定资产投资12139亿元，同比增长
13.7%。从投资规模看，第一产业固
定资产投资增速比全国投资平均水
平高出 8.2 个百分点，分别领先第二
产业、第三产业 9.8 个和 7.7 个百分
点。从行业结构看，种植业投资超过
一半，增长达到 15.5%，对第一产业
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62.9%，拉动第
一产业投资增长 8.6 个百分点，主导
地位稳定。农村消费需求不断增长，
1月份至7月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
计为 30272 亿元，同比增长 10.4%，
较城镇快1.3个百分点。

一二三产业加快融合 投资消费等增长较快

前 7 个月农业农村经济平稳向好

本报北京8月24日讯 记者熊丽报道：国家
发展改革委24日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培育
壮大新动能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国家发展
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新闻发言人孟玮表
示，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促进
新动能加快成长，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成效。

新动能加快成长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高技术司司长任
志武表示，今年以来，新旧动能转换明显加快，表
现出成长快、活力强、业态新、环境优等特点。

“成长快，体现为新动能保持高速增长，对经
济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任志武说，
今年前7个月，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1.6%和8.6%。

“活力强”，体现为创新与创业互促共进，发展
活力持续增强。目前我国市场主体总量已超过1亿
户，达到标志性高点。新设市场主体的“质”也在同
步提高。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56.9万
户，同比增长19.9%。

“业态新”，体现为互联网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
新业态蓬勃涌现。网上零售等新兴消费继续保持快
速发展，智能零售、产能共享等新热点持续涌现。

“环境优”，体现为创新生态持续优化，新动能
培育的制度建设不断加强。今年上半年以来，党中
央、国务院连续出台了优化科研管理提高科研绩效、
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等改革文件，进一步破除制
约创新创业的制度障碍，释放新动能发展的活力。

全球化不可阻挡

在回答中美经贸摩擦对高技术产业发展影响
的问题时，任志武说，美国已经明确对涉及500亿
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
高技术产品，这对中国、美国乃至全球的高技术企
业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也要看到，全球化创新合作发展的潮流不可阻
挡，中国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态势没有变化。

任志武认为，新兴产业全球化发展的特征非常显著，产业链、创新链
都是全球化布局，各国企业合作分工十分紧密，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
税，其影响将沿着产业链和价值链上下游进行转移，最终影响的可能是包
括美国企业和美国采购者在内的多国企业和多国消费者。这种单边主义
的行为，实际上也受到了全球业界的共同反对。

最近几年，中国的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规模一直保持平稳快速增
长。任志武分析认为，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主动融入国际创新网络，中国
高新技术领域与其他国家的投资、贸易、研发合作日益频繁，已经形成了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共同体。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的产业升级和消
费升级对新兴产品和新兴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可忽视。

创新环境继续优化

今年7月初，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联合发布了2018年全
球创新指数排行榜，中国内地的排名较去年提升了5位，位列17，首次进
入全球前20名。“这个排名，客观反映了我国无论是创新环境还是创新绩
效都有了明显改善和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巡视员伍浩说，与
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然有不小差距，还需进一步努力。下一步，将重点
从“软硬”两方面入手，两端发力。

在夯实创新基础设施方面，伍浩认为，加快部署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支持发展前沿交叉研究平台。着力打造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3个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围绕突破核心关键
技术，启动建设一批国家产业创新中心，推动创新资源的集聚和高效利
用，提升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的能力。

在优化创新制度环境方面，伍浩表示，关键是要破解体制机制障碍，释
放创新活力，通过深化改革、简政放权、优化投资环境产权保护等多种方式，
切实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为使这些政策更好地落地，将重点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两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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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
显示，2018 年全国早稻产量为 2859
万吨，比2017年减产128万吨，下降
4.3%。此前发布的夏粮数据显示，
2018年全国夏粮总产量13872万吨，
比2017年减产306万吨，下降2.2%。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高级统计师
黄秉信表示，尽管今年夏粮和早稻略
有减产，但从监测情况看，玉米长势
总体要好于上年，加之有好的政策，
不断增强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提高的农业科技水平，不断推进
的农业改革创新，我国粮食生产仍将
继续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粮食生产的
基本面总体良好。

根据对早稻主产区的实割实测
抽样调查和非主产区的重点调查，
2018 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 4791 千
公顷，比上年减少 350 千公顷，下降
6.8%。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首席统计师

侯锐分析说，早稻播种面积减少，一
是农民主动进行结构调整。由于早
稻单产低，品质较差，价格也比中稻
低，加之“双抢”劳动强度大，导致农
民种植早稻的积极性不高，部分农户
选择“双季稻改单季稻”或“水田改旱
田”，改种大豆等作物。二是早稻播
种移栽期间，广东、广西降雨量比正
常年景偏少，气温偏高，灌溉条件偏
差，插秧用水不足，局部地区将早稻
改为中稻或其他作物。三是部分地
区 休 耕 轮 作 面 积 增 加 ，早 稻 种 植
减少。

数据显示，今年早稻每公顷产量
5967 公斤，比上年增加 157 公斤，增
长2.7%。

侯锐表示，今年的早稻单产增加，
一是早稻育秧移栽期间，除局部地区
受旱用水不足外，江南、华南大部地区
以晴为主，热量充足、无明显低温阴雨
和寡照天气，保证了早稻育秧、移栽和
苗期正常生长对水分的需求，早稻个
体发育较好。二是拔节抽穗期间，产
区大部分时段温度适宜、日照充足，温

高雨少有利于早稻晒田控蘖以及扬花
授粉，提高稻穗结实率。三是灌浆收
获期间，早稻产区晴天多，大部时段光
热正常，日照充足，有利于早稻灌浆、
成熟、收割以及晾晒。

“今年早稻播种面积和产量虽然
有所减少，但这是主动调整种植结构
的结果，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
入推进的成果，是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的表现。”侯锐表示，2018 年早稻产
量虽然有所减少，但由于早稻产量占
全年粮食产量比重较低，加之稻谷库
存较多，对国家粮食供给影响是十分
有限的。

黄秉信表示，近10年来，尤其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对以
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投资力度，农田水利条件明显改
善，能正常使用的机电井、排灌站和
能够使用的灌溉用水塘水库数量不
断增长，为粮食实现稳产高产奠定良
好基础。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
显示，农田水利设施的不断完善使得
全国灌溉耕地面积不断增加。2016

年全国有灌溉设施或水源、正常气候
下能灌溉耕地面积占实际耕种耕地
面积的55.2%。

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全国粮
食总产量连续 5 年超过 1.2 万亿斤，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跃上新台阶，2017
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了470公斤，
中国人吃不饱饭的问题彻底成为历
史，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
增强。

“随着我国粮食生产连续跨越新
台阶，我国粮食库存持续增加，充裕
的粮食库存有力保障了市场供应和
价格的稳定，也是我国实现粮食安全
的坚实基础，但出现了部分粮食品种
阶段性过剩、库存压力较大，绿色、有
机、安全等优质农产品供应不足等问
题。”黄秉信说，党中央审时度势，做
出了我国农业生产主要矛盾由总量
不足转化为结构性矛盾的重大判断，
在全国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大力实施质量兴农战略，推动
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向纵深迈进。

8 月 21 日，重庆市垫江县普顺镇
黄家坝，村民们正在收获稻谷。今年
该县推广种植优质水稻25万亩，其在
种植中减少肥料、农药的增施，实行粪
污循环利用，达到高产高效、绿色生
态。目前，该县水稻收割率达90%。

向晓秋摄

今年夏粮和早稻略有减产——

粮食生产基本面良好 结构调整持续推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眼下，关于夏粮产量的话题引
起了一些人的讨论。此前，国家统
计局公布，2018年全国夏粮总产量
13872 万吨，比 2017 年减产 306 万
吨，下降2.2%。其同天发布的解读
夏粮生产的文章则称全国夏粮获得
较好收成。

为何夏粮减产了，仍然可以说
获得了好收成呢？

应当说，丰收与减产并不矛盾，
今年夏粮减产是事实，但丰收同样也
是事实。丰收是农业的概念，是相对
于歉收而言的，只要能达到确保“谷
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目标
产量线，就可以认为是个丰收年。减

产则是统计学概念，是相对于去年的产
量而言的，去年的产量已经接近历史最
高点了，今年比去年略减2.2%，事实上
仍是历史几大高产年份之一。

在确保较高产量的基础上，略减
略增都是丰收。以全年粮食产量来
说，目前，农业部门把1.2万亿斤作为
一条线，等于或高于该数值就可以认
为是丰收，至于能否增产，则要看是否
比上一年的产量高。过去，我国粮食
产量实现了罕见的连续12年增产，今
后每年都比上一年增产并不现实。回

顾世界粮食发展的历史，排名前6位
的主要产粮国，除中国外，只有美国
在1975年至1979年、印度在1966年
至1970年实现过五连增。而我国在
十二连增之前，粮食也长期呈现三年
一减的不稳定周期。

笔者认为，我们不必纠结于是否
年年增产，而是要稳定和优化粮食生产
结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均粮食
占有量达到300公斤、400公斤及500
公斤的门槛时，分别意味着处于营养不
足、温饱有余、食物消费较大改善的阶

段。目前，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正接近
500公斤的门槛，市场粮源非常充足。当
前的问题不是粮食产量够不够，而是粮
食生产结构不合理、竞争力不强。

新时代的粮食丰收理应是高
质量发展的丰收。今后在保障数量
供给的同时，要更注重质量安全。在
产出高效
的 同 时 ，
要更注重
产地环境
良好。

既要看总量 还要看结构

优质水稻喜丰收

新华社北京 8 月 24 日电
（记者刘玉龙 刘慧） 中国证监

会24日正式发布外商投资期货公
司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据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介
绍，办法主要内容包括：明确适用
范围，外商投资期货公司界定为单
一或有关联关系的多个境外股东
直接持有或间接控制公司 5％以
上股权的期货公司。细化境外股
东条件，境外股东应当具有良好的
国际声誉和经营业绩，近3年业务
规模、收入、利润居于国际前列，近
3年长期信用均保持在高水平。

此外，办法还规范了间接持
股，要求境外投资者通过投资关

系、协议或其他安排，实际控制期
货公司5％以上股权的，应当转为
直接持股，但对通过中国境内证券
公司间接持有期货公司股权及中
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予以豁
免。明确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规定，
外商投资期货公司的高级管理人
员须在中国境内实地履职。对文
本语言和信息系统部署提出要
求等。

高莉表示，证监会相应更新期
货公司行政许可服务指南。符合
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可依照相关规
定，向证监会提交申请，持有境内
期货公司股比不超过 51％，三年
后股比不受限制。

证监会发布外商投资期货公司管理办法

本报北京 8 月 24 日讯 记
者陆敏报道：银保监会、中央网信
办、公安部、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
局五部门发布《关于防范以“虚拟
货币”“区块链”名义进行非法集资
的风险提示》。近期一些不法分子
打着“金融创新”“区块链”的旗号，
通过发行所谓“虚拟货币”“虚拟资
产”“数字资产”等方式吸收资金，
侵害公众合法权益。此类活动并
非真正基于区块链技术，而是炒作
区块链概念行非法集资、传销、诈
骗之实。

提示称，这些行为具有以下特
征：一是网络化、跨境化明显。依
托互联网、聊天工具进行交易，风
险波及范围广、扩散速度快。一些
不法分子通过租用境外服务器搭
建网站，实质面向境内居民开展活
动，并远程控制实施违法活动。

二是欺骗性、诱惑性、隐蔽性
较强。利用热点概念进行炒作，编
造名目繁多的“高大上”理论，有的
还利用名人大V“站台”宣传，宣称

“币值只涨不跌”“投资周期短、收
益高、风险低”，具有较强蛊惑性。

三是存在多种违法风险。不
法分子通过公开宣传，以“静态收
益”（炒币升值获利）和“动态收益”

（发展下线获利）为诱饵，吸引公众
投入资金，并利诱投资人发展人员
加入，不断扩充资金池，具有非法
集资、传销、诈骗等违法行为特征。

五部门提醒广大公众，此类活
动以“金融创新”为噱头，实质是

“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资金运转
难以长期维系。请广大公众理性
看待区块链，不要盲目相信天花乱
坠的承诺，树立正确的货币观念和
投资理念，切实增强风险意识。

五部门发布风险提示

防范以“虚拟货币”等进行非法集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