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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国家发改委

新闻发言人

回应经济运

行热点

今年有条件有信心延续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态势

� � “

２０１８

年中国经济延续稳中向好态势是有条件、 有信心

的。 ”在

２２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宏观经济运行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新闻发言人严鹏程说。

中国经济是否已触底反弹？“雪乡宰客”和“企业家质疑亚

布力管委会”事件后，如何改善东北营商环境？

２０１７

年全社会

用电量有哪些新变化？ 发布会对当前经济运行的一些热点问

题作出回应。

“高含金量”的6.9％

� �

２０１７

年中国经济增长

６．９％

，自

２０１１

年

以来首次实现年度增速回升。 这是否意味

着中国经济已经触底反弹，进入新的增长

周期？

“评价这个

６．９％

，不仅要看到增速

回升、出现双向波动，最关键是要看到

增速背后的质量、效益和结构，相比以

往都有明显提升和改善。 ” 严鹏程说，

“一系列积极变化促成了

２０１７

年高含金

量的

６．９％

。 ”

这些积极变化包括：一是结构调整效

应正在持续显现。 我国坚持以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有效促进了市场出

清、供求关系改善和供给结构优化。

２０１７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现自

２０１１

年以来增速首次回升，工业产能利用率创

５

年新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

５

年

前提高近

１０

个百分点。

二是新旧动能转换正在持续加快。

５

年来， 全国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超过

１１％

， 科技进步贡献率从

５２．２％

提高到

５７．５％

。据估算，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超过

３０％

。

三是市场主体活力正在持续释放。 着

眼构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我国大力深

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５

年来，国务院部门

行政审批事项削减

４４％

，中央层面投资核

准事项累计削减

９０％

，中央政府定价项目

缩减

８０％

。

２０１７

年全国日均新登记企业

１．６６

万户，活跃度保持在

７０％

，经济社会发

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四是宏观调控正在持续完善。

５

年来，

我国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不搞大水漫灌的

“强刺激”，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更加注

重发挥预期管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确

保经济平稳运行。

“在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

２０１７

年中国经济取得这一好成绩，不是一

年之功，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攻坚克

难、久久为功成效累积的结果，更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成

功实践的集中体现。 ”严鹏程说。

他强调，

２０１８

年中国经济有条件有信

心延续稳中向好态势。 但要清醒看到，当

前国际环境仍然错综复杂，国内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还有待解决，宏观经

济提质增效、持续发展任重道远，仍需付

出艰苦努力。

深化改革改善东北营商环境

� �近期“雪乡宰客”和“企业家质疑亚布

力管委会”事件引发对东北营商环境的关

注。“坦率讲，与东部沿海省份相比，东北

地区营商环境确实还存在一定差距，有待

进一步优化。 ”严鹏程说。

严鹏程强调，损害企业家、投资者和

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应坚决制止，并按照法

律法规进行处理。“希望社会各界继续关

注东北地区改善营商环境的努力，帮助监

督改进存在的问题。 ”

他指出，将继续通过深化改革加快东

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 一是开展东北地区

优化投资营商环境专项行动，支持东北地

区继续转变政府职能，引入推广“最多跑

一次”改革。 二是推进东北地区与东部地

区对口合作，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三是开展国有企业综合改革试点和混合

所有制改革试点。 四是深入推进东北地区

民营经济发展改革示范，及时总结典型经

验和做法，引导和带动区域改革发展。

去年全社会用电增速同比提高1.6个百分点

� �严鹏程说，

２０１７

年全社会用电量

６．３

万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６．６％

，增速较去年同

期提高

１．６

个百分点。 其中，二产用电对全

社会用电增长的贡献率为

６０．２％

， 拉动全

社会用电量增长

３．９

个百分点。制造业用电

量同比增长

５．８％

。

据介绍，

２０１７

年我国市场化交易电量

同比增长

４５％

， 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约

２６％

，同比提高

７

个百分点，为工商企业减

少电费支出

６０３

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跨省跨区电力市场

化交易有效减少了弃水弃风弃光。 ”严鹏

程说。 初步统计，跨省跨区清洁能源送出

电量占总送电量的

５４．５％

。其中，完成西南

水电送出

２６３８

亿千瓦时，增长

１０．２％

；实现

风电、光伏发电跨省外送市场化交易电量

３６６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２６％

。

新华社电

守护天下粮仓 服务高质量发展

———专访国家粮食局局长张务锋

� �解决好

１３

多亿人的吃饭问题， 始终是

治国理政头等大事。 从“吃得饱”向“吃得

好”跃升，如何解决一些不平衡不充分的新

矛盾？ 国家粮食局局长张务锋

２２

日在全国

粮食流通工作会议期间接受专访， 回答了

新华社记者三问。

中国粮：饭碗端得怎么样

记者：从流通环节看，我们饭碗里的中

国粮情况如何？

张务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确立

了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推动了中国特色

粮食安全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和实践创

新。 五年来，我国粮食流通改革发展扎实

推进，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全面提高，

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改善做

出了积极贡献。

政策兴粮惠农效应进一步显现。 年均

收购粮食

８０００

亿斤，没有出现大面积“卖粮

难”。通过托市收购、优质优价、产后减损等

措施，累计帮助农民增收逾

２０００

亿元。

粮食流通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

新建标准仓容

１６００

多亿斤， 维修改造危仓

老库仓容

２５００

多亿斤，完好仓容总量

１．２

万

亿斤，仓储设施和技术水平处于世界前列。

全国各类粮食企业库存充裕， 中央储

备粮规模稳定， 地方储备粮增储任务全部

落实，发挥了“压舱石”和“第一道防线”作

用。 粮食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对稳定

物价总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粮食产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纳入

粮食产业经济统计的企业

１．８

万家， 年加

工转化粮食近万亿斤， 实现工业总产值

达

３

万亿元。

中央和地方共同负责的粮食安全保障

制度体系初步建立。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

建立健全， 中央和地方粮食安全事权责任

进一步明确。

但由于消费需求刚性增长， 水土资源

紧张、气候不确定性增加和生态环境约束，

我国粮食供求中长期还是紧平衡态势。

去库存：收储改革进展如何

记者：作为农业供给侧改革关键一环，

粮食收储制度改革进展如何？

张务锋： 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

为发展粮食生产、 保护农民利益发挥了重

要作用。随着供求形势深刻变化，改革势在

必行。

２０１４

年以来， 国家陆续改革调整大

豆、油菜籽、玉米收储政策，目前正在进行

实质性改革完善。

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 立足东北地区

玉米市场化收购加补贴新机制， 玉米市场

价格形成机制初步建立， 种植结构调整优

化，加工企业全面激活，产业竞争力明显提

高，改革效果超预期。

２０１７

年全年政策性粮

食库存销售

１６７９

亿斤，是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３６

倍。

政策性玉米库存比历史最高点下降

２８％

。

随着种植结构调整、加工能力扩大、转

化渠道拓宽，玉米库存消化进度加快。稻谷

库存较高，而且产业链条短、消费弹性小，

是库存消化重点难点。要多管齐下、综合施

策，完善政策性粮食销售机制，促使库存尽

快回归合理水平。

要加快消化超期储存粮食， 避免质量

逐步退化、造成更大损失。对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粮食， 要定向用于生产燃料乙醇

等，加强流向监管，严禁流入口粮市场。

吃得好：怎样解决新的供需矛盾

记者：如何应对从“吃得饱”向“吃得

好”跃升提出的新矛盾？

张务锋： 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群众对粮

食的需求呈现出不同特点。 进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消费分层明显，市场分化

加速，普通谷物、初级加工品和低端产品的

需求增长趋缓，而特色品种、精深加工产品

和中高端粮油产品等需求快速增长。

在质量要求上， 人们更加注重绿色有

机、安全营养。群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

度高、容忍度低，对营养健康的期望日益迫

切， 绿色优质粮油产品的消费逐渐成为主

流。 在供给服务上，更加注重便捷化、精细

化。随着现代生活方式转变，对粮食产品方

便快捷供应要求越来越高，网络购物、定制

服务、多元融合等消费模式，呼唤更多粮食

新产品、新业态。

相比而言， 我国粮食产购储加销各环

节仍存在一些不平衡不充分矛盾。 要增强

紧迫感、用好窗口期，加快优化提升粮食供

给体系，实现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要高质量发展粮食产业经济，加快由粮

食生产大国向粮食产业强国迈进。要选准一

批龙头企业， 实施粮食产品和业态创新，鼓

励开发绿色优质、 营养健康的粮油新产品，

增加多元化、个性化供给。 倡导和推广适度

加工，鼓励发展全谷物、大豆蛋白等新型营

养健康食品。 推动地方特色粮油食品产业

化，加快发展杂粮、杂豆、木本油料等特色产

品。开展“互联网

＋

粮食”行动，支持龙头企业

发展电子商务，推广网上粮店、主食厨房、农

商直供等零售业态。 新华社电

2018年:

我国深海装备

有哪些新亮点

� �深海大洋蕴藏着无穷的宝藏和科学

奥秘。 进入深海大洋，离不开深海装备。

２０１８

年，我国有哪些深海装备值得期待？

“

２０１８

年，大洋协会将继续推进‘蛟

龙’号载人潜水器、‘海龙’号无人有缆潜

水器、‘潜龙’号无人无缆潜水器等‘三龙’

大型装备体系和

１１０００

米遥控潜水器系统

的升级改造、试验和应用工作。”中国大洋

协会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刘峰说。

就“三龙”而言，

２０１８

年将启动“蛟

龙”号业务化作业，推进“潜龙二号”技术

升级与应用，完成“海龙三号”和“潜龙三

号”海试。刘峰表示，

２０１８

年，大洋协会将

全力推进“蛟龙探海”工程实施，大力推

进“三龙”变“七龙”———在“三龙”基础

上，增加深海钻探的“深龙”、深海开发的

“鲲龙”、海洋数据进行云计算的“云龙”

以及在海面进行支撑的“龙宫”，更好地

推进大洋工作可持续发展。

刘峰同时表示，

２０１８

年，大洋协会将全

力推动国家深海基地南方中心建设、 大洋

样品馆建设和深海综合观测业务化示范系

统建设。深海大洋调查船方面，载人潜水器

支持母船和大洋综合资源调查船的主体建

造将在

２０１８

年完成，预计

２０１９

年初交船。

刘峰表示，

２０１８

年将重点推进

１０００

米

级

／４５００

米级深海环境观测滑翔机海试与

应用， 积极推进多金属结核采集系统

５００

米海试和富钴结壳规模取样器海试，推进

１０００

米级多金属结核采矿试验工程。

记者了解到， 载人潜水器方面， 除了

“蛟龙”号之外，已经通过验收的

４５００

米级

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将在

２０１８

年投入

深海科研。 新华社北京

１

月

２３

日电

■图表

■数字

� � � � 2017年我国商标注册申

请量达到

574.8万件

� � 新华社电 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刘俊

臣

２２

日在中华商标协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

会上表示，为持续推进商标数据开放共享，

今年年底前要向社会开放全部商标数据。

刘俊臣表示，将通过全面梳理商标申

请、审查、异议、转让、续展等环节，优化相

关流程，提高商标审查效率。

２０１８

年底前，

商标注册审查周期缩短至

６

个月，商标注

册申请受理通知书发放时间缩短至

１

个

月，商标检索盲期缩短至

２

个月，商标转让

审查周期缩短至

４

个月，商标变更、续展审

查周期缩短至

２

个月，商标驳回复审案件

平均审理时间压缩至

７

个月。

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

２０１７

年我国商

标注册申请量突破

５００

万大关，达到

５７４．８

万件，比上年增长

５５．７％

，申请量和增速

均创历史新高。

刘俊臣说，要持续加强商标专用权保

护，严厉打击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加大对

驰名商标、地理标志、涉外商标、老字号商

标等的保护力度。 正确处理商标品牌建

设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企业在品牌

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推动各地从法律制

度上取消著名、知名商标制度。

� � � � 2017年中国吸引外国直

接投资

1440亿美元

� � 新华社电 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

２２

日发布报

告说，

２０１７

年， 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１４４０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继续成为

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继美国

之后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贸发会议当天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

监测报告》显示，去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总额较上一年下降

１６％

， 至

１．５２

万亿美

元。 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下降与全球国内

生产总值、贸易增长等其他宏观经济指标

显著改善形成鲜明对比。

报告显示，发达国家

２０１７

年外国直接

投资较上一年下降

２７％

，是去年全球外国

直接投资减少的主因。 其中，欧洲地区下

降

２７％

，北美地区下降

３３％

。

据初步统计，

２０１７

年流入发展中经济

体的外国直接投资保持稳定，为

６５３０

亿美

元，比

２０１６

年增长

２％

。 其中，亚洲发展中

经济体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增长

２％

至

４５９０

亿美元，使得亚洲超过欧盟和北美，

重新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地区。

报告预计，随着世界经济增长加速，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

２０１８

年有望反弹，增

长至近

１．８

万亿美元。然而，地缘政治风险

和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强可能会影响外国

直接投资复苏。 此外，美国税改可能会影

响美国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进而影响全

球投资格局。

� � � � 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和

私营企业占全部市场主体

94％

� � 新华社电 记者

２２

日从国家工商总局获

悉，截至

２０１７

年年底，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

６５７９．４

万户，私营企业

２７２６．３

万户，合计占全

部市场主体的

９４．８％

，从业人员

３．４１

亿人。

商事制度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

国家工商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各地政府落

实针对小微企业的帮扶措施，新设小微企业

不仅“生得顺”，而且“活得好”，并且随着营

商环境不断优化而“长得大”“做得强”。

据工商总局统计，我国新设市场主体

从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前的日均

３．１

万户大

幅增加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５．２７

万户，其中，个体

私营小微企业占

９６％

以上。

２０１７

年我国新

设个体工商户

１２８９．８

万户，增长

２０．７％

，较

２０１６

年

５．７％

的增速大幅提升。

中国个协受国家工商总局委托连续

三年开展的

１１

次专项调查表明，全国新设

小微企业周年活跃度在

７０％

左右。 其中，

从

２０１６

年三季度到

２０１７

年三季度，新设小

微企业周年活跃度为

６９．７％

，户均从业人

员从

６．２７

人增长到

７．４２

人。当前，个体私营

经济已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力

量， 进一步巩固了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

促进了新兴业态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