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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
换新是我国的重大政策部署。今年
3月，国务院发布《推动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
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
印发《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
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

加力支持“两新”取得哪些进
展？如何推动政策取得更好效果？
国家发展改革委 23 日举行专题新
闻发布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详解“两
新”政策新成效新举措。

“两新”政策效果不断显现

若干措施提出，统筹安排3000
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
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
介绍，近两个月，加力支持“两新”的
配套细则全面出台，国债资金全面
下达，支持政策全面启动。截至目
前，各部门支持“两新”的加力措施
已经全部启动，各地也配套出台了
一系列细化落实举措。

赵辰昕表示，在各方面共同努
力下，“两新”工作逐步取得明显成

效，并还在不断显现。
设备更新政策持续推进，有效

调动了经营主体更新生产、用能、电
梯等各类设备的积极性。前 8 个
月 ，设 备 工 器 具 购 置 投 资 增 长
16.8%，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
到 64.2%，比前 7个月提高 3.5 个百
分点，说明加力政策实施后，8月份
的拉动效果更加明显。

各地以旧换新政策陆续落地，
带动重点消费品销售明显上涨。8
月份全国乘用车零售量为 190.5 万
辆，环比增长10.8%。家用电器和音
像器材类零售额由降转升，8月份同
比增长 3.4%。从平台和卖场情况
看，近期家电以旧换新消费快速增
长。

预计全年将实现200万辆
低排放标准乘用车退出

实施标准提升行动是“两新”的
重要方面。赵辰昕说，目前，今明两
年拟制定、修订的 294 项国家标准
已全部立项，其中70项已完成制定
修订，已向社会发布，涉及能耗能
效、污染物排放、安全生产、电动汽
车、家用电器、家居用品、民用无人

机等多个领域。
提高能效水平是消费品以旧换

新的重要方向。赵辰昕介绍，在政
策带动下，8月份新能源汽车零售达
到 102.7 万辆，环比增长 17%，新能
源汽车渗透率连续两个月突破
50%。预计全年将实现200万辆低
排放标准乘用车退出。

大力支持重点领域技术改
造和设备更新项目

资金保障是加力推进“两新”工
作的关键环节。财政部经济建设司
副司长赵长胜介绍，财政部及时下
达超长期特别国债和设备更新贷款
贴息资金。同时，财政部配合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建立了定期调度
机制，密切跟踪政策实施进展，明确
资金使用“负面清单”，要求相关资
金不得用于平衡预算、偿还政府债
务或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三保”支
出等，并通过线上监控、线下核查等
具体举措，防止资金挤占、挪用。

中国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司长
彭立峰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联合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进一步加大
对银行机构和地方政府的指导督促

力度，通过加快贷款项目的土地、规
划、环保、安全等证照办理进度，将
更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涉农主体
的项目纳入备选清单，加大融资担
保和风险补偿支持力度等措施，用
好用足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
款，大力支持重点领域技术改造和
设备更新项目。

进一步完善废旧产品设备
回收网络

在废旧物资回收方面，赵辰昕
介绍，针对回收渠道不够完善等问
题，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
深入推进垃圾分类网点与废旧物资
回收网点“两网融合”，提高可回收
物分类准确率。截至目前，全国建
成回收网点约15万个，各类大型分
拣中心约1800个，有效解决了过去
回收网点不够、不完善的问题。

他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
委将会同有关方面，加快构建覆盖
各领域、各环节的废弃物循环利用
体系，持续畅通资源回收利用链条，
推动实现“去旧更容易，换新更便
捷”。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支持政策全面启动！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有新进展
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

“优化区域开放功能分工，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
地。”这既是对我国区域开放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今
后进一步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提出的明确要求，对我
国提升开放质量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从“经济
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
逐步深入推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开放
布局进一步优化，进入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
济的新阶段，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形成。但是，区
域开放布局仍然存在一些堵点痛点，不同地区对
外开放程度存在一定差异，中西部对外开放的潜
力尚未充分发挥，区域开放高地的带动作用有待
提升，区域间协同开放仍需加快推进等，需要进一
步优化区域开放功能分工，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
高地，更好发挥开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第一，这是贯彻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要求。
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
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
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其开放功能各有侧重。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重点在于结合湾区经济特色优
势，促进不同制度、货币和语言的区域优势互补，
打造开放、包容、多元发展的示范样板。优化区
域开放功能分工、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有
利于将对外开放举措同区域发展重大战略精准对
接、靶向发力，促进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有机结
合，推动区域内完善营商环境，畅通要素流动，优
化生产力布局，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更好将
开放红利转化为区域发展动力，推动区域发展重
大战略落实落细。

第二，这是发挥区域特色和优势的需要。不同
区域产业、人才、资源、生态条件等优势各不相同，开
放发展的基础、水平和任务也各不相同，需要根据各
地区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之路。根据区域特
点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推进开放，有利于发挥不同区域比较优势，巩固区域优势产
业领先地位，构建区域经济新增长引擎。沿海地区，需要巩固开放先导地位，增强
制度型开放的示范引领作用。沿边地区，需要发挥内引外联作用，增强对内辐射带
动和对外开放能力。内陆地区，需要打造开放增长极，增强高水平对外开放腹地支
撑能力，特别是西部地区，正逐步走向对外开放的前沿，同时承载着筑牢国家生态
安全屏障的重任，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

第三，这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推动优化不同区域开放功能
分工，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有利于统筹优化沿海沿边和内陆地区开放
布局，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产业配套等硬性条件、制度型开放等方
面的差距，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逐步解决区域发展过
程中出现的不平衡性、不包容性和不可持续性问题。同时，结合不同区域情
况优化开放功能分工，有利于促进各地优势互补、错位竞争，避免重复建设
和同质竞争，从而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率，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推进举措上，需要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推动沿海地区制
度型开放取得重大突破，形成一批引领性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高地；更好发
挥沿边地区内引外联作用，建成若干有效辐射内陆、联通外部的对外开放大
通道大枢纽；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增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战略
腹地功能，建成若干支撑保障能力强的通道枢纽和要素聚集能力强的开放
平台，显著提升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同时，健全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政策制
度，大力清除制约区域间要素流动的隐性壁垒，稳步拓展国际规则标准等软
联通，统筹优化对外开放通道网络和平台建设，发挥沿海、沿边、沿江和交通
干线等开放元素聚集优势，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
放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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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相近，人文相通，中国与东
盟国家双边贸易一路上扬。

如今，品种丰富、价格亲民的东
南亚榴莲，在国内就能吃到，“小电
驴”、蜜雪冰城全面“登陆”东南亚市
场。中国连续 15 年保持东盟第一
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 4年成为中
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24日，第2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将在广西南宁开幕。作为促进中国与
东盟贸易投资的重要平台，5天时间
里，超3000家企业将在一系列活动中

“携手”继续做大双方经贸“蛋糕”。
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中国

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从 2004 年的
8763.8 亿元增至 2023 年的 6.41 万
亿元，年均增长11%，较同期中国外
贸整体增速快 3个百分点，占中国
外贸总值比重由 2004 年的 9.2%提
升至2023年的15.4%。

今年前8个月，东盟继续为中国第
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东盟进出口同
比增长10%，快于中国外贸整体增速4
个百分点，占中国外贸整体的比重稳定
在15%以上。

“中国与东盟共同致力于区域
经济一体化发展。”海关总署统计分
析司司长吕大良说。

除了“量”的增加，还有“质”的
提升。

2023 年，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锂
电池、太阳能电池等高技术、高附加
值产品均高速增长；今年前8个月，
在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纺织服装等
领域合作带动下，中国对东盟进出口
中间品同比增长9.6%，较同期中国
中间品进出口增速高4.1个百分点。

互利共赢是经贸合作的本质。
亮眼的“成绩单”有哪些“助推手”？

——民营企业成为“主力军”。
文化相似、消费习惯相似、拥有6

亿人口……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外
需减弱的背景下，这些特征使得东盟
国家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必争地。

拼多多集团旗下的跨境业务平

台Temu先后向菲律宾、越南、泰国
等国“进军”，广西北海市宽利水产公
司将冻熟毛蚶肉、冻熟鱿鱼肉等海产
品销往马来西亚……民营企业纷纷
加大对东盟市场的布局力度。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中
国民营企业对东盟进出口同比增长
13.3%，占同期中国对东盟进出口总
值的 62.2%，占比较去年同期上升
1.8个百分点。

——农食产品成为“香饽饽”。
位于广西崇左凭祥市的友谊关

口岸，一辆辆装满各类水果的货车
由此驶入中国—东盟（崇左）水果交
易中心。许多来自东盟国家的榴
莲、火龙果、菠萝蜜、山竹等热带水
果由此进入中国市场，而中国产的
菜心、芥蓝、葡萄、芒果等果蔬也从
这里销往东盟国家。

农食产品的生意越做越旺。
2023年东盟为中国农产品第二

大进口来源地。今年前8个月，中国
进口东盟农产品 1613.4 亿元，其中
干鲜瓜果、食用水产品分别增长
0.6%、2.7%；中国对东盟出口农产品
1034.3亿元，其中蔬菜、苹果、葡萄出
口分别增长17.2%、23.8%和26.1%。

——便利通关成为“加分项”。
通关效率直接关系到企业的贸

易成本。为了助力东盟产品加速来
到中国消费市场，近年来，农产品快
速通关“绿色通道”、北部湾港“水果
快线”、节假日预约通关服务、建设
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等创新举措
陆续“上线”。比如通过昆明海关施
行的“运抵直通”通关模式，满载越
南中药材、老挝木炭、泰国水果等产
品的货车最快只需 15 分钟就能完
成从入境到驶离云南河口口岸海关
监管场所，运往国内市场。

展望未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秉持
合作共赢精神，建设和平、安宁、繁
荣、美丽、友好的共同家园，向着更为
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不断
迈进。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20年“超”速增长！

东盟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新华社记者 邹多为 黄耀滕 齐琪

秋 景 如 画

时下，秋色斑斓，构成一幅幅美不胜收的秋日画卷。
图1为9月22日，游人在甘肃省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多坝沟胡杨峡游览。
图2为9月22日拍摄的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夏日塔拉草原秋色（无人机照片）。
图3为9月23日，麋鹿在江苏东台条子泥湿地觅食（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9月 23日电（记者
李恒、董瑞丰）记者23日从国家卫生
健康委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
厅近日印发《重症医学专业医疗质量
控制指标（2024年版）》，旨在进一步
加强医疗质量管理，规范临床诊疗行
为，提升医疗服务同质化水平。

据介绍，本次修订的指标主要
包括：一是增加了部分反映重症资
源配置结构的指标，如医师床位比、

护士床位比，加强对重症医学资源
变化情况的监测。二是将近年来行
业高度关注的、影响患者预后功能
的关键技术，如俯卧位通气、镇静镇
痛等纳入。三是对部分原有指标的
定义、计算公式、意义根据既往使用
情况和行业发展进行了更新，并充
分考虑指标相关信息的可获得性，
便于在实际工作中应用。后续，国
家卫生健康委将根据工作需要和行

业发展，不断健全和优化重症医学
专业质控指标体系。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有关负
责人表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结
合自身实际情况，利用质控指标开
展自我管理，不断提升医疗质量管
理的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水平。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质控组织
要结合辖区内实际情况，加强对辖
区内医疗机构的培训和指导，规范

指标应用。
质控指标体系是医疗质量管理

与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加
强科学化、精细化医疗质量管理，促
进医疗质量持续改进具有重要意
义。2015 年，我国发布《重症医学
专业医疗质量控制指标（2015 年
版）》，对提升重症医学专业医疗质
量管理水平，保障医疗安全起到了
重要作用。

我国发布2024年版重症医学专业医疗质量控制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