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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RCEP）——这个包括15个成员国、事关
全球最大自贸区的协定于2020年11月15
日正式签署，并有望于2021年底生效。

涵盖货物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
权、电子商务等众多领域，RCEP对企业
和个人意味着什么？会带来哪些机遇？如
何用足用好协定红利？商务部18至19日
召开RCEP线上专题培训班，为各地商
务、海关、商协会等约 6000 人上了一堂
在线“动员课”。

●RCEP有望在2021年底生效

与其他自贸协定相比，RCEP 人口
最多、GDP总量最大、贸易量最大、吸引
外资最多、经济增速也最快。

RCEP 蕴含的巨大市场潜力，将为
本地区和全球经济增长注入强大动力。
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测算，到
2030年，RCEP有望带动成员国出口净
增加5190亿美元，国民收入净增加1860
亿美元。

作为一个全面、现代、高质量、互惠
的自贸协定，RCEP生效实施后，将推动
我国三分之一的贸易实现零关税，带动
相应的服务和投资开放，促进贸易便利
化和营商环境提升，并对我国构建新发

展格局有重要意义。
据悉，目前，各方推动RCEP生效的

态度都很积极，协定在6个东盟国家和3
个非东盟国家批准后，就可先行生效实
施。商务部表示，RCEP有望在今年年底
生效。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视频致辞中
说，各地商务部门要将RCEP与本地区、
本领域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与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结合起来，带动各类市场主
体充分融入RCEP大市场，持续组织开
展宣介培训，让RCEP更快、更好惠及广
大企业。

●抓住RCEP机遇用好自贸
协定红利

RCEP 将给企业带来哪些机遇？如
何用足用好协定红利，最大化发挥协定
效力？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
代表王受文说，各地应从货物贸易自由
化便利化、中日首次建立自贸关系、服
务贸易和投资双向扩大开放、完善营商
环境等方面入手，努力抓住RCEP带来
的机遇。

比如，RCEP 首次在中国和日本之
间建立了自贸关系，日方技术优势和中

方市场优势将得以进一步发挥。“尤其是
部分城市要充分发挥中日地方发展合作
示范区等合作机制的关键作用，打造中
日合作新样板，形成拉动中日两国经济
新的增长点。”王受文说。

商 务 部 国 际 司 司 长 余 本 林 说 ，
RCEP 生效后，我国众多农产品对日出
口将享受零关税，如禽肉、虾蟹、土豆、番
茄、柚子、梨、樱桃、咖啡、葡萄酒、加工食
品等。“农产品生产优势地区，特别是有
区位优势的山东、东北等环渤海区域，可
充分挖掘与日本农产品的贸易潜力，扩
大农产品出口。”

再比如，针对RCEP成员在中方重
点关注的建筑、运输、物流、医疗、金融、
制造、采矿等领域作出的高水平开放承
诺，王受文建议，各地要善于挖掘海外市
场潜力，依托RCEP平台积极引导企业

“出海”开拓市场，高质量服务于“一带一
路”建设。

余本林指出，RCEP 带来的货物贸
易、投资增长，将带动金融结算、外贸型
保险、投融资等供应链金融需求增长。

“地方可考虑着力推动这些产业发展，一
方面推动本地区服务业提质升级，另一
方面为RCEP带来的货物贸易增长保驾
护航。”

●既要高水平开放也要做好风
险防控

RCEP既是机遇，也有挑战。如何面对
进口关税降低带来的行业竞争？如何应对
可能出现的产业外移？如何处理好开放与
安全的关系？

王受文强调，随着进口商品价格优势
逐步显现，相关行业要勇于在竞争中发展
壮大，同时，各级政府也要善于运用协定中
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手段，充分维护
我国产业安全。

RCEP在促进区域产业链深度融合的
同时，也会带来重构。尤其是一些劳动力密
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可能向土地成本、
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东盟国家转移。

与会人士建议，面对这些潜在挑战，我
国要发挥好大市场优势，用足产业部门齐
全和综合配套能力强的有利条件，稳固并
提升我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地位。

高水平开放也要有高效的监管和安全
保障。商务部国际司有关负责人强调，我们
应学好用好国际通行规则，建立健全事中
事后监管体制，切实处理好开放与安全的
关系，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和产业利益。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新华社记者 于佳欣

如何用好RCEP红利？
商务部专门搞了一场线上培训……

新华社北京1月 19日电（记者安蓓）国家发展
改革委秘书长赵辰昕 19 日说，2020 年，中欧班列持
续保持逆势增长和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全年开行
12406 列，同比增长 50%，首次突破“万列”大关，是
2016年开行量的7.3倍。

赵辰昕在当日召开的国家发展改革委 1 月份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说，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
重冲击，中欧班列发挥国际铁路联运独特优势，大
力承接海运、空运转移货物，为稳定国际供应链产
业链、助力中欧共同抗疫发挥了重要作用，跑出互
利共赢“加速度”。特别是下半年月开行量保持在
1200 列上下，已连续 10 个月实现同比两位数增长、8
个月单月开行千列以上。

他介绍说，2020年，中欧班列重载运输尤其是回
程重载运输较大改善，综合重箱率达 98.4%，同比提
高 4.6 个百分点，其中回程重箱率提升显著，同比提
高 9.3 个百分点。全年中欧班列运输货物货值达 500
亿美元，是 2016 年的 6.3 倍，除电子产品、食品、木
材、化工产品等传统品类外，国际产业链重要中间
品运输需求迅猛增长。

赵辰昕说，2020 年，中欧班列共运送货物 113.5
万标箱，全面助力复工复产，“生命通道”功能凸显。
其中，防疫物资 939 万件、7.6 万吨。西安、义乌、武汉
等地创新开行中欧班列“防疫物资专列”，得到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他说，中欧班列运营网络持续拓展，大型枢纽初

步形成。2020 年，中欧班列通达 21 个国家的 92 个城
市，较上年同期增加 37 个，增幅 67%。西安、重庆、成
都等 3 个城市中欧班列年开行量均超过 2000 列，合
计占全国开行总量的 58%，班列运营开始由“点对
点”向“枢纽对枢纽”转变。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
2020 年，“数字口岸系统”上线运行，口岸交接效率
大幅提升。

新华社北京1月 19日电（记者王希）国务院国
资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 19 日在国新办新闻
发布会上说，2020年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净利润1.4万
亿元，同比增长 2.1%，近八成中央企业净利润同比
正增长。

彭华岗表示，2020 年，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挑
战，国资央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改革发展，奋力
拼搏、开拓创新，经济效益走出低谷、稳步提高，
国企改革不断深入、布局结构持续优化，党的领导
党的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实现了“十三五”圆满
收官。

据介绍，2020 年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30.3 万亿元，同比下降 2.2%，降幅较一季度的最低点
收窄 9.6 个百分点。其中，12 月当月中央企业实现营
业收入3.7万亿元，同比增长11.7%，月度收入规模创
历史最高水平，月度收入连续5个月同比正增长。

2020 年，中央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6.12%，同
比提升0.01个百分点；成本费用利润率6.5%，同比提
升 0.2 个百分点；人均劳动生产总值 59.4 万元，同比
正增长；人均创利 14.8 万元，同比增长 0.5%，企业运
行质量进一步提升。

早晨 6 点天蒙蒙亮，位于甘肃省定
西市岷县的中药材交易市场——中国当
归城便热闹起来。一辆辆小货车从四面
八方驶入，一摞摞中药材装满车厢。市场
内外，车水马龙。

岷县曾是国家 52 个挂牌督战贫困
县之一。这里海拔高气候阴凉，当地种植
当归、黄芪、党参等中药材，是西北中药
材主产区之一，尤以“岷归”驰名中外，被
称为“千年药乡”。春节临近，药农们争先
恐后拉着晾晒好的药材赶到当归城，准
备开市后卖个好价钱。

茶埠镇耳阳村村民赵月庆一大早就
从30公里外赶到当归城。这是他今年第

一次来市场卖货。经过几番讨价还价，赵
月庆顺利“开张”，最终以每公斤20元的
价格卖出200公斤当归，对剩下的500公
斤当归他也丝毫不愁。

天寒心热，一大批客商循着“药香”
而来。长期在岷县从事药材收购生意的
客商边江海去年从当归城收购了 1000
多吨当归。今年他带着山东、新疆等地几
位朋友来到当归城考察。

“这里当归标准化种植程度越来越
高，质量也越来越好。这里已经成为西北
地区最大当归集散地，受到全国药商的
关注。”边江海在市场里一边走，一边不
停地随手拿起当归掐掐闻闻。

药农邱军军拉来的一车 400 公斤
当归品相出众，引来许多药商出价。
双方你来我往，场面十分热闹。有药
商最高出价到每公斤 22 元，可他仍不
愿出手。

“看看，这条形、这皮色！”邱军军
拎起一根当归举在众多客商面前。“每
公斤再加一元五角，”他用手把装着当
归的箱子拍得砰砰响，“好货就要配个
好价钱，大家谁都不容易不是？”

当归城内，尽管寒风凛冽，但小货
车旁讨价还价、过称交易的热闹场面
处处上演。当现金揣进兜里、手机转
账成功后，一张张质朴的脸庞露出幸

福微笑，这是对一年辛劳最好的褒奖。
岷县农业农村局中药材技术推广站

站长郎建军介绍，近年来，岷县积极推
广道地中药材绿色标准化种植，全县中
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 60 万亩，其中当归
种植面积 30 万亩。中药材总产值 40 多
亿元，带动种植户人均增收 6000 元以
上。如今，以“岷归”为品牌的道地中药
材产业已经成为岷县富民增收，促进县
域经济发展的首位产业。岷县将继续做
大做强中药材产业，巩固来之不易的脱
贫攻坚成果。

新华社兰州1月19日电
新华社记者 陈斌 张智敏 郎兵兵

1月19日，农民牵着牛在单家集活畜交易市场准备给
牛称重。

临近春节，宁夏固原市西吉县肉牛市场交易繁忙。在西
吉县兴隆镇单家集活畜交易市场，除宁夏本地客商外，不少
甘肃、重庆、广东等地的客商前来选购肉牛。该市场是当地
规模最大的村级活畜交易市场，目前年交易活牛约 20 万
头。据了解，目前，西吉县肉牛饲养量为40万头左右，肉牛
养殖是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 摄

宁夏西吉：
节前肉牛市场交易忙

1月19日，在广西柳城县太平镇杨
梅村，满载甘蔗叶的货车从甘蔗地旁驶
过（无人机照片）。

近期，在广西糖料蔗主产地柳州市
柳城县的田间，村民一边抢收甘蔗，一
边回收地里的甘蔗叶。糖料蔗产业是

柳城县的传统主导产业。近年来，当地积
极推进甘蔗叶综合利用工作，先后扶持
多家企业建设为综合利用示范点，对甘
蔗叶进行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燃料
化等深加工，实现综合利用，变废为宝，提
升经济效益。 新华社发 黎寒池 摄

新华社北京1月 19日电（记者安
蓓）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赵辰昕19日
说，我国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城区常住
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基本取消落户限
制，超过1亿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

赵辰昕在当日召开的国家发展改革
委 1 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国家
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确
定的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稳步
提升，城镇化领域改革红利和政策效
应加快显现。

一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效明

显。超过1亿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
向未落户常住人口发放 1 亿多张居住
证，含金量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加快
覆盖全部城镇常住人口，农业转移人口
享有更多更好的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
技能培训等服务，90%左右农民工随迁
子女在流入地公办学校或政府购买学位
的学校接受义务教育。

二是城镇化空间格局持续优化。城
市群成为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
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城市群综合交通
运输网络逐步完善，普通铁路网和高速

公路网基本覆盖20万人口以上城市，高
铁基本覆盖 100 万人口以上城市。城市
规模结构进一步优化，中心城市辐射带
动作用持续增强，培育新设一批中小城
市，特大镇设市模式取得突破。

三 是 城 市 建 设 质 量 不 断 提 升 。
2020 年 1 至 11 月，全国各类棚户区改
造开工 206.9 万套；新开工改造城镇老
旧小区 3.97 万个，惠及居民 700 多万
户。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
消除比例达 96%，地级及以上城市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提高到 87%。城
市管理不断完善，网格化社会治理模

式全面推行，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部建成
数字化管理平台。

四是城乡融合发展迈出新步伐。城乡
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顶层设计
基本确立。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制度
性通道不断拓宽，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

“三权分置”制度、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
接入市交易制度等重大改革有序推进。城
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加快接轨，城乡基础
设施建设一体化水平全面提升，99.61%的
行政村通硬化路，超过98%的行政村通光
纤和4G网络。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宽，城
乡居民收入比稳步降至2.56。

我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基本取消落户限制

“千年药乡”冬日药材交易忙

甘蔗叶深加工
变废为宝助增收

2020全年

中央企业效益
实现正增长

2.1%！

中欧班列开行
12406列增长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