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北京 1月 14日讯（记
者熊丽）2020 年 1 月 1 日起，《优

化营商环境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正式施行。作为全球

首部国家层面优化营商环境的

专门行政法规，《条例》实施一

年来效果如何？在 1 月 14 日举

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张军扩介绍了对《条例》实施

情况开展第三方评估的有关情

况。张军扩说，“总的来看，《条

例》贯彻实施开局良好、取得明

显成效，我国营商环境正在加

速优化”。

据介绍，31个省（区、市）均

制定出台了贯彻实施《条例》的

具体政策措施，其中近 20 个省

（区、市）已制定出台优化营商

环境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地区累计

修订废止不符合《条例》规定的

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约

1000件。

张军扩表示，从评估情况

看，《条例》贯彻实施总体进展

良好。评估组将各条目落实情

况划分为全面落实、较好落实、

基本落实、有些进展和没有落

实五档，“基本落实”及以上的

占90.7%。

张军扩表示，从《条例》实

施一年来的主要成效看，一是

为抗击疫情和促进复工复产、

复市复业提供了有力支撑；二

是进一步保护和激发了市场主

体活力；三是培育了国际竞争

新优势，各地主动对标国际先

进水平，努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四是促进

政府职能深刻转变，政府部门的工作重心和

更多行政资源从事前审批转向事中事后监

管和提供服务。企业普遍认为，“放出了活

力、管出了公平、服出了效率”。

数据显示，2020 年前三季度，全国新设

企业 589.8万户，同比增长 7.7%，疫情期间不

降反增。在全球经济陷入衰

退的大环境下，我国市场主体

实现逆势增长并保持活跃度，

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

“从评估情况看，企业对

优化营商环境的满意度总体

处于高位。”张军扩表示。据

介绍，调查问卷列出的 21 个

《条例》条目中，有 20个条目的

平均得分在 4 分以上（满分 5

分）。企业普遍反映，对于政

务服务便利化改革的感受最

为明显，无论是在政务大厅还

是网上政务平台办事，“是否

能办、如何办理、多久办好”清

清楚楚，一目了然，“办事不求

人、办成事不找人”正逐步成

为常态。

“相对来讲，比较靠后的

事项有招投标、中介服务规范

化、融资便利化等，这些事项

涉及的部门比较多，解决起来

需要久久为功，还需要进一步

加大努力。”张军扩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

业研究所所长马骏表示，相关

部门在本领域开展的专项改

革效果显著，企业反映效果非

常好。比如，市场监管总局推

动商事制度改革，企业开办时

间减到 4 天；税务总局牵头开

展纳税便利化改革，企业纳税

基本上可以实现“网上办、掌

上办”；海关总署大力推进“单

一窗口”建设，企业通关非常

便利；住建部牵头开展的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使工

程建设审批从过去需要 200 多

天降到了120天以内。

张军扩表示，更好地落实《条例》还需要

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细化任务、明确责任，

特别是要把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和提升

法治化水平作为重点，不断完善统筹机制，

增强监管能力，提升信息共享水平，进一步

推动《条例》全面贯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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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9%，出口增长4%——

我国外贸规模与份额双创新高
本报记者 顾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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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部署进一步做好地方债柜台发行

本版责编 杜 铭 美 编 陶天添

本报北京1月14日讯（记者曾金华）财

政部 14 日发布通知，部署进一步做好通过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柜台发行地方政府债

券工作。专家认为，此举有利于进一步拓宽

地方债发行渠道，更好满足个人和中小机构

投资者需求。

通知要求，通过柜台发行的地方债以中

短期为主，地方财政部门应当结合实际情

况，优先选择具有本地区特点、项目收益较

高的债券，期限方面优先考虑安排 5年期以

下（含 5 年期）债券。地方财政部门应当积

极推进地方债柜台发行工作，原则上已开展

过的地区 2021年安排柜台发行应不少于两

次，确保已建立起来的发行渠道持续畅通，

未开展过的地区应至少安排一次。

自 2019 年试点以来，地方债柜台发行

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2020 年 8 月，广东、

浙江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发行地方债 23.3 亿

元，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内首次通过商

业银行柜台发行，个人投资者认购踊跃。

2020 年，各地组织发行新增地方政府

债 券 45525 亿 元 ， 完 成 下 达 债 务 限 额 的

96.2%。其中，一般债券 9506 亿元，完成

97%；专项债券36019亿元，完成96.1%。

今年东部地区将基本实现快递服务直投到村
力争年底可循环快递箱（盒）使用量达500万个

尽管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我国外贸

进出口依然交出了一份亮丽答卷。海关总署 1 月

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

口总值 32.16 万亿元，比 2019 年增长 1.9%。其中，

出口 17.93 万亿元，增长 4%；进口 14.23 万亿元，下

降0.7%；贸易顺差3.7万亿元，增加27.4%。

“随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高水平对外开

放不断推进，新的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正不断

形成。”在国新办 14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

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表示，

2021 年我国外贸进出口规模有望保持增长，外贸

高质量发展有望取得新的成效。

率先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

2020 年，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

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外贸进出口明显好于预期，外

贸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外贸的

强大韧性和综合竞争力。可以说，既实现了稳定

增长，也实现了质量提升。”李魁文说。

“稳定增长”主要体现在 3个方面：一是进出口

规模和国际市场份额再创历史新高；二是防疫物

资和“宅经济”产品推动出口较快增长；三是我国

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为扩大进口提供了有力支撑。

得益于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力有效，复

工复产稳步推进，2020 年我国外贸在经历了一季

度大幅震荡后快速回稳，出口自 4月份“止跌回升”

后连续 9 个月保持了增长态势。在全球贸易大幅

萎缩的情况下，全年进出口、出口总值双双创历史

新高，国际市场份额也创历史最高纪录，我国货物

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与此同时，我国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加明显，进口需求稳定。

2020年，我国原油、金属矿砂等资源型产品进口量

分别增加了 7.3%和 7%，粮食、肉类等农产品进口

量分别增加了28%和60.4%。

“质量提升”则体现在外贸结构进一步优化、

发展动能进一步增强和高水平开放平台带动作用

明显。一般贸易进出口占比持续提升，外贸区域

发展更加平衡，中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取得新

进展。此外，全年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增长 17.4%，

自由贸易试验区进出口增长 10.7%，海南自由贸易

港免税品进口增长80.5%。

2020 年，中欧班列全年开行 1.24 万列，发送

113.5万标准箱，同比分别增长 50%和 56%，综合重

箱率达 98.4%，对于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

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外贸新业态新模式表现亮眼

元旦假期，南京空港跨境电商监管现场一片

繁忙。在南京海关监管下，元旦假期共有 3.5万票

纺织服装、日用消费品等商品顺利通关，南京迎来

跨境电商2021年出口“开门红”。

不仅是南京，杭州、青岛、广州等多地口岸均

迎来了跨境电商出口的小高峰，延续了 2020 年以

来跨境电商高速增长的态势。作为外贸新业态之

一，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成为稳外贸的重要力量。

2020年，我国通过海关跨境电子商务管理平

台 验 放 进 出 口 清 单 达 24.5 亿 票 ， 同 比 增 加 了

63.3%。据初步统计，我国 2020 年全年跨境电商

进出口 1.69 万亿元，增长 31.1%，其中出口 1.12

万亿元，增长 40.1%，进口 0.57 万亿元，增长

16.5%。

“为积极适应和促进跨境电商发展，海关不断

创新优化监管制度，采取了一系列精准有效举措，

支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有序发展。”李魁文举例

说，比如海关全面推广跨境电商出口商品退货监

管措施，全力支持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卖全球”，海

关还创新开展了跨境电商企业对企业（B2B）出口

试点，将跨境电商监管创新成果从 B2C 推广到

B2B领域等。

受疫情影响，2020 年国际航班大面积停航减

班，传统运力骤减，海关总署及时出台支持中欧班

列发展 10 条措施，支持利用中欧班列运力开展跨

境电商、邮件等运输业务。疫情以来，海关支持邮

政部门开通进出境临时邮路，累计开通临时出境

口岸 15 个、临时进境口岸 13 个，积极疏运进出境

邮件和跨境电商商品，全力保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下一步，海关将继续聚焦新业态发展和企业

关切，持续强化监管，优化服务，不断推动跨境电

商新业态高质量发展。”李魁文说。

全力支持民企高质量发展

2020 年，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比同期我

国外贸整体增速高了 9.2个百分点，成为我国外贸

进出口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

在 2020 年出口商品中，防控物资出口总值达

4385亿元，其中口罩出口2242亿只，相当于为除中

国以外的全球每人提供近 40 个口罩。此外，我国

还出口防护服 23.1亿件、护目镜 2.89亿副、呼吸机

27.1万台、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10.8亿人份。

“我们发挥了率先全面复工复产、抗疫物资最

大供应国的优势，在满足国内疫情防控需求的同

时，对全球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出口疫情防控物资，

有力支援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其中，广大民

营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李魁文说。

据悉，民营企业作为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

2020年实现进出口 14.98万亿元，增长 11.1%，占我

国外贸总值的 46.6%，比 2019 年提升 3.9 个百分

点。特别是在疫情大考中，民营企业迎难而上，充

分发挥生产经营灵活的优势，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展现出我国外贸发展的韧性。

民营企业外贸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市

场开拓力度持续加强。2020 年，我国民营企业对

欧盟、美国、日本、韩国等传统市场出口分别增长

14.9%、23.4%、12.9%和 18.6% ，对 东 盟 出 口 增 长

15.1%，均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同时，中西部地区

民营企业外贸增速达 15.9%，比东部地区高 5.6 个

百分点。

本报成都 1月 14日讯 （记者
钟华林） 1 月 14 日，四川南充保税

物 流 中 心（B 型）正 式 封 关 运 营 。

四川南充保税物流中心（B 型）位

于南充现代物流园内，是川东北地

区唯一的保税物流中心，是集海关

现场监管、保税仓储、跨境电商三

大 功 能 于 一 体 的 对 外 开 放 综 合

平台。

依托进口保税和出口退税的独

特外贸功能，南充保税物流中心（B

型）开展保税仓储、转口贸易、出口

拼箱、进口分拨、简单加工五大业

务。目前已与中深创、三环电子、嘉

美印染等 20 余家企业达成入驻意

向。并与成都中欧班列代理企业丝

路里公司合作运营，依托保税中心

网上商城，采取“前店后仓”跨境电

商模式，实现“买全球”目标。打造

南充出口电商平台，汇聚南充乃至

川东北制造产品走向世界，实现“卖

全球”愿景。

正式封关运营后，南充保税物

流中心（B 型）将提供外贸大通道，

增强南充产业集聚效应。引领大产

业有效延长区域产业链条，开展跨

境大电商，助推本地制造走向世

界。下一步，南充保税物流中心（B

型）还将加快推进保税产业园建设，

力争在 2 年内成功创建“中国跨境

电商综合试验区”、川东北首个综合

保税区。

本报北京1月14日讯（记者祝君壁）国家邮政局今

日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侯延波

表示，2021年全行业将抓好包括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等在

内的贴近民生七件实事。

一是提高建制村快递服务通达率，东部地区基本实

现快递服务直投到村，中、西部地区分别达到 80%和

60%。国家邮政局将落实快递进村三年行动方案，编制

快递进村指引，更好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二是进一步提升末端投递服务水平，智能快递箱投

递率达到 10%以上、快递公共服务站数量达到 11.5 万

个。国家邮政局将制定智能快件箱服务指引，以老旧小

区改造为契机，加快推进智能快件箱（信包箱）、快递公

共服务站等末端设施建设。

三是新增政务便民网点 1000 个，西部地区建制村

周三班以上投递比率超过95%。

四是依法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国家邮政局将加

强对快递数据收集、管理、使用的监管，严肃查处泄露用

户信息等违法行为，营造安全平稳畅通的寄递环境。

五是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国家邮政局将

力争年底可循环快递箱（盒）使用量达 500万个、电商快

件不再二次包装率达 80%，新增 2 万个设置标准包装废

弃物回收装置的邮政快递网点。

六是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培训从业人员 25 万

人次。

七是加强快递员（投递员）权益保护，持续深入开展

“暖蜂行动”，引导形成尊重劳动、关爱发展的良好社会

氛围。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边作栋介绍，2020年

邮政快递业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成效显著，全国共培育出

60个业务量超千万件的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金牌项目，总

件量达到11.77亿件，助农销售总计655.18亿元。

四川南充保税物流中心授牌并封关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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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合肥1月14日讯（记者白
海星 通讯员朱玥、唐和平）1月 13

日上午，由中铁大桥院设计、中铁大

桥局承建的巢马城际铁路安徽马鞍

山长江公铁大桥主墩擂响开钻第一

锤，标志着巢马城际铁路正式拉开

了建设序幕。

据悉，巢马城际铁路是国家“八

纵八横”高铁网沪汉蓉快速通道合

肥至上海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

时速为 350公里。马鞍山长江公铁

大桥是巢马城际铁路的控制性工

程，位于既有马鞍山长江公路大桥

上游约2.3公里处。

“为了落实长江大保护要求，

减少桥梁建设对防洪、生态环境和

长江航道的影响，马鞍山长江公铁

大桥设计采用三塔两主跨设计，两

大主跨超千米，分别跨越牛屯河边

滩和主航道。大桥上层公路为双向

六 车 道 城 市 快 速 路 ， 时 速 80 公

里。下层为两线巢马城际铁路，设

计时速 250公里，及两线城际铁路

标准预留铁路，设计时速 200 公

里。”中铁大桥院马鞍山公铁大桥

负责人杨灿文说。

本报长春1月
14日讯（记者李己
平）以“冰雪智驭 E

行时代”为主题的

2021 中国长春（国

际）无人驾驶汽车

冰雪挑战赛14日在

长春市净月潭风景

区落幕。

本 次 赛 事 汇

聚 国 内 主 流 队 伍

约 30 支，旨在以东

北 冬 季 冰 雪 严 寒

气 候 条 件 下 的 典

型道路为场景，打

造集创新性、技术

性 、季 候 性 、生 态

性 、观 赏 性“ 五 位

一体”的智能网联

汽 车 赛 事 。 赛 事

共进行 3 天，分为

小巴环潭表演赛、

城 市 冰 雪 挑 战 赛

和 越 野 冰 雪 拉 力

赛 3个部分。

图为参加环潭

表演赛的无人驾驶

小巴车。

本报记者

李己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