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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3年將建500商業領跑縣
《縣域商業三年行動計劃（2023-2025年）》發布 拓展消費升級新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近
日，國務院出台《關於進一步優化外商投資環
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資力度的意見》（簡稱
《意見》）。商務部部長助理陳春江14日在
國新辦政策吹風會上介紹，商務部將研究推動
合理縮減外資准入負面清單，進一步放寬外國
投資者對上市公司戰略投資限制。對於外國記
者在吹風會上提出的「外企擔憂反間諜法」的
問題，商務部外國投資管理司司長朱冰稱，以
立法形式防範打擊間諜活動、維護國家安全是
國際通行做法。中國歡迎外資企業來華發展的
態度是一貫的、明確的，「企業只要依法合規
經營，那就完全不需要擔心。」商務部近期召
開了外商投資商協會專場政策解讀溝通圓桌
會，就反間諜法等外資企業關注的內容作了詳
細解讀和交流，着力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預期

性。

上半年新增外資企業23536家
商務部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中國實際使用

外資金額下降2.7%。陳春江指出，當前，受
多重因素影響，世界經濟增長乏力，聯合國貿
發會議預測，今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仍將繼續
面臨下行壓力，中國引資面臨的形勢複雜嚴
峻。他同時表示，中國經濟持續恢復向好，超
大規模市場蘊藏巨大發展潛力，正在吸引着廣
大外國投資者加碼在華投資。今年上半年，中
國新增外商投資企業 23,536 家，同比增長
35.7%。

持續擴大外資市場准入
陳春江稱，下半年商務部將繼續着力做好加

強政策支持、加強投資促進、加強服務保障三
個方面的工作，指導各地貫徹落實本次發布的
《意見》，以及此前出台的支持外資研發中
心、促進製造業引資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確保
各項政策「落地開花」。會同相關部門研究推
動合理縮減外資准入負面清單，持續擴大外資
市場准入。修訂《外國投資者對上市公司戰略
投資管理辦法》，進一步放寬外國投資者對上
市公司戰略投資限制。
商務部外國投資管理司司長朱冰表示，下半

年商務部將統籌外商投資促進資源，充分調動
駐外使領館、國內外商協會、行業組織和外商
投資促進機構等各方面力量，用好各類經貿展
會、自貿試驗區、國家級開發區等載體平台，
為各地招商引資提供支撐，引導地方持續有力
有序開展外商投資促進工作。

商務部：外企合法合規經營 無需擔心反間諜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

京報道）平等參與政府採購活動是
外資企業廣泛關注的問題。財政部
經濟建設司司長符金陵14日在國
新辦政策例行吹風會上表示，將持
續優化公平競爭的政府採購營商環
境，更好地保障內外資企業平等參
與政府採購活動。
符金陵介紹，主要舉措包括：積

極推進政府採購法修訂以及政府採
購法、招標投標法協調統一，努力
增強政府採購法律制度的系統性、
整體性和協同性；明確政府採購領
域「中國境內生產」的具體標準，
着力保障內外資企業在中國境內生
產的產品平等參與政府採購活動；
開展專項檢查，保障經營主體公平

參與政府採購活動，依法糾正和查
處對外商投資企業實行差別待遇或
歧視待遇等違法違規行為。
符金陵表示，外貿外資是聯結

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樞紐。近
年來，財政部會同相關部門，從
深入落實稅收優惠政策、加大財
政資金支持力度、對標國際一流
標準優化營商環境等三方面出台
政策措施，積極穩定外資預期，
提振外商在華投資信心。下一
步，將及時抓好有關財稅政策落
實，並立足財政職責，進一步做
好政策宣傳解讀，及時跟蹤政策
實施情況，適時優化完善有關政
策措施，加力支持外資保穩提
質。

財政部：保障內外資企業平等參與政府採購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商務部等九部門聯合

印發的《縣域商業三

年行動計劃（2023-2025年）》14日對外發布，提出建

立縣域統籌，以縣城為中心、鄉鎮為重點、村為基礎的

農村商業體系，到2025年，在全國打造500個左右的縣

域商業「領跑縣」。這是內地促消費的又一重要舉措，

九部門強調繼續支持新能源汽車、綠色智能家電、綠色

建材和傢具家裝下鄉，加快農村充換電設施建設，完善

售後回收服務網絡，促進農村大宗商品消費更新換代。

農村流通兩步走規劃
到2025年
◆中國農村現代流通體系建設取得階段性成效，基本建成設施完
善、集約共享、安全高效、雙向順暢的農村現代商貿網絡、物
流網絡、產地冷鏈網絡，流通企業數字化轉型穩步推進，新業
態新模式加快發展，農村消費環境明顯改善。

到2035年
◆建成雙向協同、高效順暢的農村現代流通體系，商貿、物流、
交通、農業、供銷深度融合，農村流通設施和業態深度融入現
代流通體系，城鄉市場緊密銜接、商品和資源要素流動更加順
暢，工業品「下行」和農產品「上行」形成良性循環。

來源：新華社

按照九部門提出的計劃，到2025年，在全國打造500個左右的縣
域商業「領跑縣」，建設改造一批縣級物流配送中心、鄉鎮商

貿中心（大中型超市、集貿市場）和農村新型便民商店。90%的縣達
到「基本型」及以上商業功能，具備條件的地區基本實現村村通快
遞。工業品下鄉、農產品進城雙向流通渠道進一步暢通，農民增收和
消費提質實現良性循環，更好滿足鄉村產業振興和農村居民生產生活
需求。

大型商場超市向鄉鎮延伸
其中，此份三年行動計劃提出增強縣城商業輻射能力。結合國土空
間規劃編制實施，優化商業用地結構和功能布局。鼓勵縣城購物中
心、大型商場超市向鄉鎮延伸服務，布局前置倉、物流倉儲等設施，
完善家電、傢具家裝等商品營銷、回收和維修網絡。構建商業服務完
善的社區生活圈，加強對鄉村商業發展的帶動，促進一體化發展。

加快農村充換電設施建設
關於豐富農村消費市場，《計劃》提出，加大優質商品投放力度。
發揮電商平台大數據優勢，依法依規開展消費數據分析應用，引導生
產廠商為農村市場生產投放更多適銷對路的商品。繼續支持新能源汽
車、綠色智能家電、綠色建材和傢具家裝下鄉，加快農村充換電設施
建設，完善售後回收服務網絡，促進農村大宗商品消費更新換代。鼓
勵組成縣域零售商採購聯盟，集中向生產廠家、品牌供應商採購商
品，解決中小企業進貨渠道混亂、議價能力弱等問題，提高商品品
質，降低採購成本。

健全縣鄉村物流配送體系
商務部相關負責人表示，將會同有關部門發揮財政資金引導作用，
進一步推動資源要素向農村市場傾斜，加快補齊農村商業設施和公共
服務短板，健全縣鄉村物流配送體系，發展共同配送、即時零售等新
模式，推動農村電商高質量發展，拓寬農產品上行渠道，促進農民增
收和農村消費，助力全面推進鄉村振興。
近期內地促消費政策頻出。7月31日，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關於

恢復和擴大消費的措施》，提出二十條促消費措施，涵蓋促進大宗消
費、服務消費、農村消費、新型消費、完善消費措施和優化消費環境
等，與此前發布的促進汽車消費、電子消費和家居消費的相關文件，
共同構成了促消費政策「組合拳」，其中促進新能源汽車、電子產品
等消費升級產品下鄉，激發農村消費活力。此次再出打造縣域商業流
通新體系、激活縣鄉消費的系列措施，拓展內地消費升級新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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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等九部門聯合印發的《縣域商業三年行動計劃（2023-2025年）》14日對外發布，提出建立縣域統籌，以縣城為中心、鄉鎮為重點、村為基
礎的農村商業體系。圖為近期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縣（三寶侗寨）和美鄉「村超」吸引上萬民眾觀賽。 資料圖片

商務部研究院電
子商務研究所副研
究員洪勇向香港文
匯報記者表示，縣

域消費市場空間巨大，縣域經濟已成促
消費、擴內需的重要基本盤，也是國民
經濟發展的底層驅動力。一線城市餐
飲、旅遊、房產、零售等各個行業競爭
激烈，從增量市場步入存量市場經濟增
速呈放緩趨勢，而全國1,800多個縣市產
業建設方興未艾，消費需求旺盛、商業
化空間巨大，將接棒一線城市成為促消
費、擴內需的關鍵載體。

洪勇認為，疫後縣域消費已顯現活力和
潛力，在縣城舉辦的演唱會、音樂節、消
夏周等文旅活動頻頻登上熱搜。今年「五
一」假期，山東寧陽、河北武強等地的音

樂節，貴州榕江的足球「村超」等，不僅
走紅網絡贏得人氣，也有力帶動了縣域消
費。

截至2022年底，內地城鎮人口數量超
9.2億，其中近三成人口聚集在全國1,800
多個縣市，也就是說，縣域消費市場已覆
蓋2.5億人口。洪勇認為，下一步促進縣
域消費發展，一個關鍵是通過強產業來促
消費。縣域經濟內生動力不強、造血功能
不足，根本在於缺乏產業支撐。需要通過
產業發展聚集人氣，帶來人流、物流、資
金流。另外，與大中城市相比，縣域在公
共服務的供給上欠賬較多，需要補齊縣城
公共服務短板，適度超前布局縣域消費配
套設施建設，解決居民在就醫、養老、上
學、育幼等方面的後顧之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強產業促消費 公共服務短板需提升

目前內地有 1,866 個縣
和縣級市，縣域經濟總量
約佔全國的 40%。 2022
年，全國 GDP 最高的縣

是江蘇的昆山，GDP超過 5,000 億元（人民
幣，下同），52個縣GDP在1,000億元以上，
也有1,471個縣，也就是將近80%的縣，經濟
規模低於300億元，70個左右的縣經濟規模低
於10億元。發展縣域經濟，既是扭住擴大內
需戰略基點、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的重要抓
手，又是推動鄉村振興、實現城鄉融合發展

的關鍵支撐。
「千萬工程」（「千村示範、萬村整治」工

程）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時親自謀劃、
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一項重大決策。2003年6
月，習近平作出實施「千萬工程」的重大決
策：從浙江全省選擇一萬個左右的行政村進行
全面整治，把其中1,000個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
面小康示範村，「千村示範、萬村整治」應運
而生。浙江「千萬工程」在鄉村人居環境、公
共服務、產業發展等方面所帶來的直接或間接
的效應，反映在廣大鄉村居民身上，就是他們

生活環境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個人與家
庭收入的不斷增長。2022年，浙江農村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37,565元，連續38年居全
國省區第一，浙江正在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
裕示範區。
2021年1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

廳印發《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動方案
（2021—2025年）》，要求「深入學習推廣浙
江『千村示範、萬村整治』工程經驗」，此後
「千萬工程」在全國各地推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縣域經濟與「千萬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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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咖啡在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延吉市逐漸流行
開來，這座東北邊陲小城常住人口約68萬人，但登記註冊
的咖啡館就超過540家。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