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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深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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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7个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标
准委）共发布国家标准十余批，数量达到
1000余项，涉及卫生防护、健康安全、食品、
消费品、信息技术、交通运输、工业制造、农
业农村等多个领域，几乎涵盖了社会经济中
的方方面面。从消毒剂安全性评价，到家用
电器噪声界定，再到超高清电视能效指
标……小到吃穿住行，大到经济发展，一批
批国家标准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非常时期“及时雨”

在非常时期，标准为各行各业有序运转
提供了丈量的“尺子”。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口罩成为了生活中
的必需品，但儿童口罩却一直存在标准不一
的情况。不管是成人版还是改装版儿童口
罩，儿童佩戴时都会出现密封性差、防护效
果不理想等情况。

5月6日，《儿童口罩技术规范》国家标
准出炉。该标准适用于6岁至14岁儿童，这
是我国乃至全世界公开发布的第一个儿童
口罩标准，综合考量了儿童生理发育及行为
特点、皮肤特性、呼吸要求、防护和耐受能力
等。业内人士表示，儿童口罩国家标准制订
公布得非常及时。一方面，有了国家标准，
口罩生产商就可以“对标”生产，杜绝盲目、
无序、无标生产；另一方面，家长也能“对标”
购买，让孩子佩戴标准口罩，安全更有保障。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标准作
为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可以更有针
对性地为疫情防控提供专业支撑。疫情发
生以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委）批准发布了
《消毒剂良好生产规范》《喷雾消毒效果评价
方法》等9项与疫情防控相关国家标准，完
成了《五色疫情风险评估地图管理规范》《防
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社区工作指南》等国家
标准立项评估，并加快疫情防控相关检测方
法标准和检测用标准样品研制，有效提升了
防护产品质量和疫情防控能力。

衣食住行面面俱到

实现高质量生活，需要高质量标准。今
年上半年发布的1000多项国家标准，关乎
百姓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衣，《足部防护 鞋（靴）限量物质要求
及测试方法》国家标准，规定了防护鞋靴中
的限量物质分类、安全性要求分级等，有利
于保护穿着者足腿部免遭作业区域危害；
《强光源防护镜》等2项国家标准，明确了强
光源防护镜产品质量要求，将有效保护强光
源用眼从业人员眼面部安全。

食，《食品追溯二维码通用技术要求》规
范了二维码技术在食品追溯领域的应用和
发展，将更好发挥其“来源可溯、去向可追”
的作用。前不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
员会还审查通过了食品冷链生产经营卫生
规范，对食品冷链生产、加工以及运输、销售
的各环节提出了相应的强制性食品安全
要求。

住，《农村三格式户厕建设技术规范》
《农村三格式户厕运行维护规范》《农村集中
下水道收集户厕建设技术规范》等3项推荐
性国家标准，把农村户厕改造作为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的突破口，补齐了农村户厕和粪污
处理衔接的短板，有力推进了农村“厕所革
命”的开展。

行，我国电动汽车领域首批强制性国家
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客车安
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
求》相继发布，以原有推荐性国家标准为基
础，与我国牵头制定的联合国电动汽车安全
全球技术法规全面接轨，将进一步提高和优
化对电动汽车整车和动力电池产品的安全
技术要求。

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田世宏表示，众多
民生领域的标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为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提供了有力支撑。

引领产业发展促消费升级

“对企业技术创新而言，标准是固化技
术成果的重要形式；对产业发展而言，标准
是促进产业规模化的重要途径；对社会治理
而言，标准是规范产业质量水平的标杆。”中
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院长赵波表示，相
关标准的发布有力促进了各领域健康发展，
一方面标准的制定及时反映了技术进步和
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发挥了标准引领产业
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相关标准的及
时发布，有效维护保障了广大消费者的权
益，促进了消费升级。

专家表示，一个关键指标的提升，会带
动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质量升级，甚至还会
带来整个行业重新“洗牌”。

例如，我国首个养老服务领域强制性国
家标准《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一经
颁布，立刻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从养老服
务机构来看，依托标准能够实现自身规范

化、规模化发展，最大限度保证服务质量和
效益；从养老产业发展来看，依托标准能够
实现各类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养老服务与
相关行业的信息互通、融合发展。”市场监管
总局标准技术司负责人陈洪俊说。

在赵波看来，创新与标准相结合，所产
生的“乘数效应”能更好地推动科技成果向
产业转变，形成强有力的增长动力，真正发
挥创新驱动的作用。

今年新修订的《平板电视与机顶盒能效
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针对
8K电视提出能效等级要求，为超高清电视
市场准入提供了依据。对此，业内专家表
示，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显著提升我国平
板电视产品能效水平，推动超高清晰度显示
产业快速发展。

田世宏指出，目前标准缺失以及滞后老
化的问题仍然存在。随着信息技术、生物技
术等新技术发展以及健康、生态等理念升
级，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将不断变化，新的
需求不断增长，标准也将随之提升。

实现高质量生活，需要高质量标准。今年以来，一批批全新的国家标准走进我们

的生活，众多民生领域的标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有力支撑。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千余项国家标准出炉——

“标准”正在改变你我生活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

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了《商业
车险综合示范条款（2020版征求意见稿）》，
车险综合改革速度进一步加快。

根据2020版征求意见稿，商业车险调
整为3个主险与11个附加险：主险包括机动
车损失保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机动
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分别提供车辆损失、
第三者伤亡、车上人员伤亡保险责任；11个
附加险分别为附加绝对免赔率特约条款、附
加车轮单独损失险、附加新增加设备损失
险、附加车身划痕损失险、附加修理期间费
用补偿险等。

值得注意的是，新版条款的机动车损失
保险在现有责任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增加，包
括机动车全车盗抢、玻璃单独破碎、自燃、发
动机涉水、不计免赔率等。同时，责任免除
条款大幅减少。业内专家表示，这意味着保
险公司赔偿责任进一步增加，消费者的获得
感将因此增强。

“新版条款删除了实践中容易引发理赔
争议的免责条款，如地震及其次生灾害等。
至此，我国车险产品基本覆盖了地震、台风、
洪水等主要巨灾风险。”保险业协会有关负
责人表示，新版条款还取消了现有条款中机

动车事故责任免赔率，使得消费者保障更充
分，有利于减少理赔纠纷。

据介绍，现行条款规定，被保险机动
车一方负次要事故责任的，实行5%的事故
责任免赔率；负同等事故责任的，实行
10%的事故责任免赔率；负主要事故责任
的，实行15%的事故责任免赔率；负全部
事故责任或单方肇事事故的，实行20%的
事故责任免赔率；此外，被保险机动车的
损失应当由第三方负责赔偿，无法找到第
三方的，实行30%的绝对免赔率。由此可
见，取消机动车事故责任免赔率会进一步

增强消费者的获得感。
不仅如此，新版条款还开发了驾乘人

员意外险条款，与现有车上人员责任险相
互融合，既解决了驾驶人、被保险人自身
人身安全保障，也保证了被保险人和驾驶
人对于车上人员的赔偿责任。同时，针对
消费者日常使用车辆场景，制定了增值服
务附加险条款，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的
用车保障。

针对本轮车险综合改革给行业带来的
影响，人保财险副总裁邵利铎表示，从整个
行业来看，车均保费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
的下降。整体来看，将呈现赔付率和费用率
一升一降，即赔付率总体上升，费用率大幅
下降。

据悉，8月25日起部分地区车险出单
手续费正式下调，下调幅度根据险企车险
业务规模而定，人保财险、太保财险、平
安财险下调幅度最大，部分地区最低上限
已下调至15%。

新版示范条例亮相，车险出单手续费上限下探至15%——

车险综合改革加量不加价
本报记者 李晨阳

8月份，广袤田野正孕育着丰
收的希望。从江南鱼米乡到中原黄
土地再到东北黑土地，冬去春来夏
至，农民们按照时令辛勤耕耘，农业
生产一环扣一环、一季接一季。农
业生产“四季歌”的背后，不变的是
稳产保供的决心，变化的是质量兴
农的导向。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集中体
现在农业经济数据上。农业农村部
总经济师魏百刚介绍，今年以来，农
产品电子商务快速发展，1月份至7
月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保持两位数
增长。农业农村投资回暖，1月份
至7月份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达
到9806亿元，同比增长7.7%，连续
2个月正增长。

绿色兴农迈出新步伐。截至目
前，全国农业农村系统超额完成
4000万亩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
年度目标任务。农产品质量安全水
平也稳步提升，上半年抽检合格率
保持在97.5%以上。

科教兴农取得新进展。今年以
来，农业农村部加强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产业技术体系
和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等建设，加快
建设新的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
继续创建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示
范县。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农业科
技进步贡献率达59.2%，全国农作
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0%，
主要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提高到
95%以上。

以江西省芦溪县为例，今年以
来该县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21家、
新增家庭农场51家。据芦溪县农
业农村局负责人介绍，围绕“生态、
特色、高效”，全县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在种植环节，大力
发展设施蔬菜和优质稻米，蔬菜播种总面积9.06万亩，优质
稻米种植基地21.8万亩。在养殖环节，重点培育赣西黑山
羊、绿色生猪产业，建成各类规模养殖基地46个。

“在确保粮食、生猪供给的同时，各地加快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农业发展质量进一步提升。”中国社科院农村所产
业经济室主任刘长全说，高质量发展对于农业意义重大，一方
面要实现产量的稳定、产能的提升。另一方面，要瞄准吃得安
全、吃得健康，这些都要依靠农业高质量发展。

规模养殖场畜禽粪污治理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大任
务。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表示，目前畜禽粪污
综合利用率已提前一年实现75%的目标，但规模养殖场和大
型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为93%和96%，分别
还差2个和4个百分点。各地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压实规
模养殖场主体责任，全面核查规模养殖场设施装备配套情况，
确保年底前完成设施装备配套。

刘长全认为，统筹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畜牧业高
质量发展，要在保障畜禽产品有效供给的同时，最大限度做到
源头减量，有效控制畜禽养殖污染，加快构建种养结合、农牧
循环发展机制。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发展社会化服
务，加快提升畜禽粪污资源化水平，让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能
持续；另一方面，要发挥科研单位作用，加强技术运行模式研
发推广，加强试点土壤变化监测研究，推进粪肥还田等方式。

“农机化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物质保障，今年比往年提早
两个月开通了农机购置补贴管理系统，着力支持粮食和生猪
等重要农产品生产发展。”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司长
张兴旺说。

专家认为，农机化发展下一步要瞄准设施种植高效发展
的机械化需求，补短板、强弱项、促协调，全面提升设施种植机
械化水平，支持设施种植高质量发展，重点推进设施布局标准
化、设施建造宜机化、生产作业机械化、设施装备智能化、生产
服务社会化。

农虽旧业，其命维新。伴随高质量发展，农业经济正走向
现代化。生产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流通不再是“披头散
发进市场”，经营不再是“一家一户闯市场”，这背后是农机化
的推广应用，农业科技的持续进步，经营方式的不断创新。目
前，全国农作物耕种收机械化率超过70%，机器取代了人力畜
力。以往“披头散发”的农产品有了品牌，绿色、有机、地理标
志农产品持续增加。农民们抱团闯市场，全国农民合作社超
过220万家，辐射带动近一半农户。

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思想观念从数量优先转向质量
第一，尽快实现由总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变，需要政策创
设、工作方法、考核方式同步转变。政策创设要从增产导向转
向提质导向，推动科技研发、农业补贴、项目投资等主要投向
绿色发展、质量提升、效益提高等方面。工作方法要从行政推
动转向市场引导，更注重运用市场办法和信息化手段推动农
业工作。考核方式要从考核总量转向考核质量效益，把环境
友好、绿色发展、质量安全、带动小农户增收等作为重要考核
指标，引导人才、科技、装备等各方面力量聚合到质量兴农
上来。

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不能因为某类产品一
时短缺或宽松，就走回粗放发展、牺牲环境的老路。要大力推
进科教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提高农业发展质量、效益和
竞争力。要加快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农业农村人才
支撑，不断调高产品结构、调新品种结构、调优区域结构，最终
实现质量兴农。

质量优才有农业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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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换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嘉里中心支行

Hang Seng Bank (China) Limited Beijing Kerry Centre Sub-branch

机构编码：B0269S211000004

许可证流水号：00592755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

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12年04月01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号（写字楼）首层08单元

邮编：100020

联系电话：010-8529355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0年08月26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

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

告：

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JPMorgan Chase Bank (China) Company Limited Shanghai Branch

机构编码：B0294B23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641590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

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07月23日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501号4502室、4503室、

4604室、4606室至4607室、4702室至4707室、4802室、

4803室、4805室至4808室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0年08月21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i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拟对如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浙江省海宁市海洲街道联合路97号海宁正翔商
业广场项目资产。（该资产占地面积20107㎡（约30.19亩，土地使用
权终止日期为2046年11月2日），建筑面积35255.64㎡，共四层，是
集购物、餐饮、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型生活购物广场。）

二、拍卖时间：2020年9月22日10时。
三、起拍价：人民币10000万元，加价幅度：人民币100万元或

其整数倍。
四、保证金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五、拍卖方式：网络拍卖(有保留价的升价方式)
网址：https://www.cmbfae.com
六、集中看样咨询时间：2020年9月9日至2020年9月10日
七、拍卖公告期：2020年9月1日至2020年9月21日
八、报名程序：竞买人应于2020年9月18日17:00前持有效证

件到深圳市招银前海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或福建方圆拍卖
有限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应在2020年9月21日15:00前（以
到账为准）交纳拍卖保证金到指定账户。

九、联系地址：
福建方圆：福州市杨桥东路19号衣锦华庭一期1座302室
招银前海：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16号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大厦33楼
十、咨询电话：
福建方圆：13559193504、0591-87534343
招银前海：13823673061、18682068887
以上全部信息详情请登录深圳市招银前海金融资产交易中心

有限公司相关信息披露网站www.cmbfae.com或福建方圆拍卖有
限公司相关信息披露网站www.fypmh.com查看。

福建方圆拍卖有限公司
深圳市招银前海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日

拍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