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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3月21
日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从目前掌握
的情况看，3月上旬进出口增速回升，
预计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将保
持稳定。

外贸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今年前两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
总值以人民币计同比增长0.7％，但以
美元计下降3.9％。对此，高峰分析表
示，这主要是受到春节因素的影响。
外贸企业历年在春节前后会出现“节
前集中出口、节后进口先行”的经营
特点，从历史数据看，春节所在的月
份进出口均有一定波动。今年的春
节较去年要早11天，农历除夕到正月
十五均在 2 月份，导致春节影响集中
显现在2月。

此外，中美经贸摩擦也是影响因
素之一。根据商务部了解的情况，去
年下半年，一些企业考虑到可能产生
的影响，存在集中进口和出口的情况，
预支了今年前两个月部分对美进出口
份额。

从全年看，虽然我国外贸发展的
外部环境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但
内生动力仍在不断增强。高峰表示，
下一步，商务部将继续推进稳外贸政
策的落实，加强相关政策储备，同时，
通过市场多元化、扶持跨境电商等新
业态、加快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等举
措，全力推动对外贸易稳中提质。

在回应如何看待今年前两个月，
全国网上零售总额的增速跌破了长期

保持在30%以上的记录时，高峰表示，
过去10多年来，我国网络零售市场一
直保持着高速增长，2018年网络零售
额已经超过9万亿元，连续6年居全球
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我国网民
的增长红利减弱，网络零售增速逐步
放缓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从行业发
展的走势看，支持我国网络零售快速
发展的产业基础、模式创新、技术应
用、用户习惯等没有改变，我们对2019
年网络零售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充满信
心。”高峰表示。

欢迎更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

在回应如何看待中国和意大利

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的合作前景
时，商务部方面表示，“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 6 年来，“共商、共建、共享”的
基本原则和“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
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为越
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认同、接受、支
持，共建“一带一路”的机遇越来越
多，成果正在惠及越来越多的人。意
大利历史上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
点。中国欢迎意大利积极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
高峰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开

放、透明的。中国欢迎更多的国家弘
扬丝路精神，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实
现共同发展，造福相关国家人民。中
方愿与意方共同努力，开创双边经贸
合作更加广阔的前景。

对外投资结构持续多元

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我国对
外投资合作平稳健康发展。前两个月，
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8个国
家有新增投资，合计23亿美元，同比增
长7%。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对
外承包合同额122.3亿美元，占同期总
额的53.2%；完成营业额96亿美元，占
同期总额的54.5%。

高峰表示，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
业 等 传 统 投 资 领 域 ，占 比 分 别 为
28.2%、20.5%和10.2%。其中，流向制
造业 32.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7%。
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没
有新增项目。数据说明，我国企业对
外投资结构持续多元，非理性投资得
到有效遏制。

与此同时，跨境并购稳步发展。
前两个月，我国企业共实施完成跨境
并购项目 45 起，分布在英国、马来西
亚等 22 个国家和地区，涉及制造业、
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12个行
业大类，实际交易总额24.8亿美元，其
中直接投资18.5亿美元。对外承包工
程大项目多，带动当地发展作用明
显。前两个月，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
同额在 5000 万美元以上的项目 86
个，占新签合同总额的 81.1%。对外
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主要集中在交通
运输建设和电力工程建设行业，合计
占比超过 60%，有效改善了东道国基
础设施条件。

商务部回应当前经贸热点——

一季度我国进出口预计保持稳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冯其予

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谈实施质量兴农战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日前，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国家质量兴农战
略规划（2018—2022 年）》（简称《规
划》），对实施质量兴农战略作出明确安
排。这既是农业农村领域落实高质量
发展要求的重大举措，又是推动产业
兴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具体行动。
近日，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就《规
划》的有关热点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记者：《规划》对当前我国农业发展
态势是如何研判的？

韩长赋：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农
业进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
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站在了转向高
质量发展的历史关口。实施质量兴农
战略，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
向，既有着坚实的基础，也面临着新挑
战。

近年来，农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
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2万亿斤以
上。主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
保持在 97%以上。化肥农药使用量实
现“负增长”，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提高到0.548，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到70%。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达到67%，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到58.3%。现在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

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也有着很强

的现实意义。随着城乡居民消费结构
不断升级，优质农产品和服务需求快速
增长，“有没有”已经不成问题，“优不
优”逐步成为主要矛盾。加快实施质量
兴农战略，既是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
个性化消费需求的重大举措，又是提高
农业发展质量效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的必然要求。

记者：《规划》对质量兴农提出了什
么样的发展目标？

韩长赋：《规划》坚持目标导向，围
绕农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绿色化、优质
化、特色化、品牌化基本路径，分阶段性
提出了质量兴农的总体目标。到2022
年，要基本建立质量兴农制度框架，初
步实现“四高一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
展取得显著成效。

“四高”。一是产品质量高。优质

农产品供给数量大幅提升，绿色、有机、
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登记数量年均增
长6%。二是产业效益高。一二三产业
深度融合发展，农业增值空间不断拓
展。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
业总产值之比达到2.5∶1，畜禽养殖规
模化率提高到 66%。三是生产效率
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农
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和农田灌溉
水有效利用系数分别达到 5.5 万元/
人、4000 元/亩、71%和 0.56。四是经
营者素质高。专业化、年轻化的新型职
业农民比重大幅提升，高中以上文化程
度职业农民占比达到35%。

“一强”。即国际竞争力强。国内
农产品品质和农业生产服务比较优势
明显提高，统筹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
场能力进一步增强。培育形成一批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大粮商和跨国涉农企
业集团，农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农产

品出口额年均增长3%。
记者：围绕推进实施质量兴农战

略，《规划》提出了哪些重点任务？
韩长赋：质量兴农涵盖农业产前、

产中、产后全环节，涉及种植、畜牧、渔
业等各行业，必须聚焦质量兴农工作关
键领域和薄弱环节。《规划》设计了一套
政策组合拳。

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立足水
土资源匹配，调整完善农业生产力布
局，推进保供给和保生态有机统一。
严守耕地红线，加强节水灌溉工程建
设和节水改造，促进水土资源节约高
效利用。深入推进化肥减量增效行
动，加快实施化学农药减量替代计划，
逐步提高农业投入品科学使用水平。

推进农业全程标准化。加快建立
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农业标准
及技术规范，健全完善农业全产业链标
准体系。建立生产记录台账制度，实施
农产品质量全程控制生产基地创建工
程，在“菜篮子”大县、畜牧大县和现代
农业产业园全面推行全程标准化生产。

促进农业全产业链融合。开展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进行动，建设
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先导区，促进农产品加工就地就近
转化增值。加快完善农村物流基础设
施网络，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推进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大力发展农产
品电子商务。

本报北京3月21日讯 记者齐慧、
通讯员孔祥文报道：21 日上午，在晋冀
蒙三省区交界大梁山深处，中铁二十二
局集团负责施工的大（同）张（家口）高铁
控制性工程大梁山隧道贯通，为年底开
通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项目部经理秦飞
表示，该线路全长约140公里，设计时速
250 公里。大张高铁是 2022 年北京冬
奥会重要配套工程，也是华北北部快速
客运网的组成部分。它东接张家口，西
连大同，呈东西向连接晋北和冀北地区。

项目部隧道工区总工程师孙恒宇
说，大梁山隧道地质复杂，施工难度大。
隧道进口段湿陷性黄土最厚达30米，极
易坍塌。

大张高铁预计于今年9月进行联调
联试，并计划年底开通。通车后，从大同
乘高铁到张家口仅需40分钟左右，大同
至北京的列车运行时间将从6个小时压
缩至100分钟左右。

北京冬奥会配套工程——

大张高铁线下工程完工

近日，由无人机拍摄的大张高铁河北段。 孔祥文摄

新华社北京 3 月 21 日
电 （记者于佳欣） 商务部
新闻发言人高峰在 21 日召开
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
牵头人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
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近

期就中美经贸问题举行多轮电
话磋商。双方商定，莱特希泽、
姆努钦将于 3 月 28 日至 29 日
应邀访华，在北京举行第八轮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刘鹤副
总理将于 4 月初应邀访美，在
华盛顿举行第九轮中美经贸高
级别磋商。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将于近期
分 别 在 北 京 和 华 盛 顿 举 行

本报北京 3 月 21 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农业农村

部副部长于康震在 21 日举行
的渔政执法工作专题新闻发布
会 上 表 示 ，“ 中 国 渔 政 亮 剑
2018”系列行动开展一年来，
各地累计清理取缔涉渔“三无”
船舶9745艘、“绝户网”等违规
网具55.1万张（顶）；查办各类
涉渔违法违规案件3.45万件，
查获涉案人员2.7万名。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
局局长张显良说，2018 年，农
业农村部改变了以往只注重打
击电鱼活动的做法，着力强化
源头治理，组织各地对电鱼全

链条开展整治。全年全国共出
动执法人员67.7万人次，查处
电鱼案件 1.1 万余件，较 2017
年均有大幅度增加，形成了对
电鱼活动的有力震慑。

于康震说，根据“中国渔政
亮剑2019”系列专项执法行动
方案，今年将实施海洋伏季休
渔、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禁
捕、清理取缔涉渔“三无”船舶、
违规渔具渔法清理整治、内陆
大江大河（湖）禁渔期、渤海综
合治理、打击电鱼活动、边境交
界水域、渔业安全生产和水生
野生动物保护等 10 个专项执
法行动。

“中国渔政亮剑2018”行动成效显著

查办案件3.45万件

新华社成都 3 月 21 日
电 （记者卢宥伊 康锦谦） 四
川省日前公布 2019 年重点实
施项目和重点培育企业名单，
包含“5＋1”产业重点项目500
个，总投资 1.02 万亿元，涉及
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饮
料、先进材料、能源化工和数字
经济产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刘少敏介
绍，这批项目集中在先进制造

业领域，具有三个方面特点：
一是聚焦高质量发展，围绕关
键领域补短板、强基础，加速
优势产业迈向中高端；二是着
眼“5＋1”现代产业体系构建，
部分项目事关四川省工业全
局，具有布局支撑作用；三是
突出新动能培育，积极运用新
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改造提
升传统产业，培育重大新兴产
业，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增添
活力后劲。

四川公布今年重点扶持项目和企业名单

总投资1.02万亿元

□ 我国农业已进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转换增长

动力的攻关期，站在了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关口

□ 到2022年，要基本建立质量兴农制度框架，初步实现“四高

一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新华社北京 3 月 21 日
电 （记者白瀛） 中国广播电
视网络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中
信集团有限公司、阿里巴巴集
团 21 日在京签署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将在全国有线电视网
络整合发展、改造升级、产品开
发和运营管理中形成战略联
盟，努力将广电网络打造成新
型的媒体融合传输网、数字文
化传播网、数字经济基础网和
国家战略资源网。

中宣部副部长、广电总局
局长聂辰席在签约仪式上说，
推进有线网络整合，要通过整
合改造和优化升级，将全国有
线电视网络打造成为多功能的
主流媒体融合传播网和数字文
化传播网，打造成为建设网络
强国的重要基础设施和骨干力
量；要加快推进有线网络转型

升级和智慧化发展，充分利用
4K、5G、IPv6、大 数 据 、物 联
网、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新技
术，推动有线电视网络从数字
化向智能化、智慧化创新转变，
构建宽带、融合、安全、泛在的
新一代广电信息化基础设施和
现代传播体系。

聂辰席说，推进有线网络
整合，还要进一步拓展有线网
络的发展空间，深入推进体制、
机制、业态、服务创新，加快形
成以视听业务为主体的全媒体
综合信息内容服务体系，更好
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新期
待；积极构建全新的“智慧广
电＋”生态链，延伸拓展政用、
商用、民用功能，更好地把内容
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巨大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差异化
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

推进全国有线电视网络融合

中国广电牵手中信、阿里

本报北京 3 月 21 日讯
记者吉蕾蕾报道：日前，全球

移动通信系统协会发布首个《中
国移动经济发展报告 2019》。

《报告》显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
移动市场，截至2018年底，拥有
近12亿独立移动用户，占中国
总人口的82%；中国用户人均拥
有 1.3 张 SIM 卡，截至 2018年
底，连接总数达到15亿，相当于
市场普及率接近110%。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会
长葛瑞德表示，过去 10 年，中
国的移动运营商斥资数千亿元

在全国各地部署 4G 网络，现
计划在未来两年再投入 4010
亿元，推动 5G 网络与业务发
展，为中国成为全球领先的5G
市场之一奠定基础。

随着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的加速部署，5G距离人们的生
活越来越近。据全球移动通信
系统协会移动智库预测，到
2025 年，中国的 5G 连接数量
将超过北美和欧洲的总和，位
列全球第一。届时，中国的5G
连接数将达到 4.6 亿，占全国
总连接数的28%。

去 年 我 国 人 均 拥 有 1.3 张 SIM 卡

移动用户近12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