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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為應對老齡化壓力，國務

院常務會議日前審議通過《關於促進社會服務領域商業保險發展的

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擬於近期由多部門聯合印發。《意

見》提出促進社會領域商業保險發展的多項政策舉措，包括完善健

康保險產品和服務，積極發展多樣化的商業養老年金保險、個人賬

戶式商業養老保險等，力爭到2025年，中國健康險市場規模超過2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為參保人積累6萬億元養老保險責任準

備金。

支持「一老一幼」專屬保險供給
國務院發文促商業保險發展 力爭健康險市場規模超2萬億元

上月財新製造業PMI微跌 仍處擴張區間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昨日，中共中
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簽署
中央軍委2020年1號命令，向全軍發佈開訓動員
令。全文如下：

2020年，全軍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貫徹習近平強軍思想，貫
徹新時代軍事戰略方針，強化當兵打仗、帶兵打
仗、練兵打仗思想，緊盯強敵對手，大抓實戰化

軍事訓練，保持高度戒備狀態，確保召之即來、
來之能戰、戰之必勝。

突出以戰領訓，研透作戰任務、作戰對手、作
戰環境，加強實案化訓練，加強使命課題專攻精
練，加強應急應戰訓練，有效塑造態勢、管控危
機、遏制戰爭、打贏戰爭。

突出體系練兵，強化聯合指揮訓練，強化軍兵
種互為條件訓練，強化新領域新力量融入作戰體

系訓練，強化軍地聯訓，加大訓練科技含量，加
大戰備拉動力度，提高體系作戰能力。

突出對抗檢驗，加強指揮對抗、實兵對抗、
體系對抗，創新對抗方式方法，完善檢驗評估
體系，實際檢驗作戰概念、作戰方案、作戰指
揮、作戰力量、作戰保障，促進備戰工作落
實。

突出打牢基礎，嚴格按綱施訓，嚴格考核

考評，嚴格督導問責，完善保障條件，抓好
群眾性練兵比武，把每一個單兵、每一型裝
備、每一類作戰要素訓到位，夯實打勝仗能
力基礎。

突出錘鍊作風，從實戰需要出發從難從嚴摔打
部隊，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戰鬥精神，敢
於戰勝一切困難，敢於壓倒一切敵人，堅決完成
黨和人民賦予的新時代使命任務。

習近平簽署中央軍委2020年開訓動員令

中國銀保監會副主席黃洪在國新辦舉
行的政策吹風會上提出促進社會領

域商業保險發展五方面舉措。在完善健
康保險產品和服務方面，研究擴大稅優健
康保險產品範圍，鼓勵保險機構提供醫
療、疾病、照護、生育等綜合保障服務；
支持商業保險機構參與醫保服務和醫保控
費，完善大病保險運行監管機制，探索健
康險與國家醫保信息平台對接。

支持養老保險第三支柱發展
在商業養老保險方面，黃洪表示，將
適時將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
點擴展到全國範圍，支持養老保險第三
支柱發展，力爭到2025年，為參保人積
累6萬億元養老保險責任準備金。鼓勵
商業保險機構在風險可控前提下，適度
提高定期壽險產品定價利率等。
另外，探索滿足60歲及以上老年人保
險需求，研發價格適當、責任靈活、服
務高效的老年人專屬保險產品。黃洪強
調，未來將加快老年人專屬保險產品的
投放，重點在老年人需求比較強烈的疾

病險、醫療險、長期護理險、意外險等
領域增加供給。

支持教育育幼家政普惠保險
此外，政府支持大力發展教育、育
幼、家政、文化、旅遊、體育等領域商
業保險，開發專屬保險產品。黃洪表
示，國務院文件鼓勵地方政府及有關部
門更多運用保險機制加強社會治理，有
序發展面向農村居民、城鎮低收入人
群、殘疾人的普惠保險，創新開發符合
初創企業、科創企業、新業態從業人員
保障需求的保險產品和業務。

加大灣區銀行保險資質互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

中國銀保監會副主席黃洪表示，加快推進保
險市場對外開放，完善配套政策，引進先進
管理經驗、技術和人才彌補短板。銀保監會
人身保險監管部負責人劉宏健在同一場合表
示，2019年兩家外資保險機構在籌建，5家

外資保險機構開業，今年起合資壽險公司的
外資比例可達100%。
至於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發展，黃洪在

吹風會上提到，銀保監會已成立服務粵港
澳大灣區工作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未
來將根據粵港澳大灣區銀行業保險業的發

展實際，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裡的金融創
新，加大粵港澳大灣區內銀行保險各種資
質的相互認可。
對於港澳保險業提出在大灣區之內廣東九

個地市設立保險服務中心，銀保監會正研究
論證，不久或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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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2019 年中國外貿成績單公佈前
夕，中國商務部昨日稱，2019年
「促進外貿穩中提質」目標圓滿完
成，預計2019年全年進出口總額
有望達到30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
據海關統計，2019年1月至11
月中國進出口總額28.5萬億元，同
比增長2.4%，其中出口15.55萬億
元，增長4.5%；進口12.95萬億
元，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貿易順
差2.61萬億元。11月當月，中國
進出口總額達2.86萬億元，為年內
單月最高水平。
另據世貿組織（WTO）最新數

據，儘管全球貿易整體萎靡，2019
年前三季度中國出口增速仍優於全
球主要經濟體，出口國際市場份額
進一步提升。
除規模擴大外，中國貿易結構也

在優化。據官方數據，2019年前
11個月中國對新興市場進出口佔
比提高至59.5%，其中與「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佔比提高至29.3%；
國內區域佈局更加均衡，中西部地
區出口佔比提高至18.3%；商品結
構持續優化，機電產品出口佔比達
58.4%；民營企業出口佔比首次超
過50%；一般貿易出口佔比提高至
58%。
針對未來外貿走向，商務部稱，

當前中國外貿發展面臨的挑戰增
多，形勢複雜嚴峻。主要經濟體
需求乏力，保護主義蔓延。但中
國外貿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

有變，與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產業互
補優勢沒有變，外貿結構調整和動力轉換
加快的趨勢沒有變，外貿發展仍面臨諸多
有利條件。

外交部：中亞五國比美國更了解新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有
報道稱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將推遲訪問中
亞等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在
例行記者會上應詢表示，不管美方是否
到訪，中國和中亞國家的世代友好和互
利合作都在那裡。
有記者問，據報道，蓬佩奧因伊拉克
局勢將推遲訪問中亞等國，美方此前曾
表示將在同有關國家雙邊會談以及「中
亞五國+美國」（以下簡稱「C5+1」）
外長會晤期間談及新疆問題。中方對美
方推遲訪問有何評論。

「我前天曾經就美方宣佈將在『C5+
1』外長會晤期間討論涉疆問題表明了中
方立場。今（昨）天我願再次強調，中國
和中亞國家是友好鄰邦和戰略夥伴，雙
方合作有堅實的基礎、豐富的內涵和廣
闊的前景。」耿爽說，中亞五國都是新
疆的近鄰，比美國更了解新疆的真實情
況，也更有發言權。
耿爽說，日前，塔吉克斯坦外長穆

赫里丁在會見中國駐塔吉克斯坦大使
時表示，恐怖主義和宗教極端化是國
際社會的公敵，各國都應予以譴責和

合作打擊，不能採取雙重標準。塔方
支持中國政府的治疆政策，支持中方
在新疆採取的去極端化舉措，支持新
疆保持繁榮和穩定。中方對上述表態
高度讚賞。
「我們堅信，中亞各國政府和人民發
展對華睦鄰友好關係、同中方共同打擊
『三股勢力』的決心是堅定的，不管美
方是否到訪，中國和中亞國家的世代友
好和互利合作都在那裡。」耿爽強調，
任何蠱惑和抹黑都不會奏效，任何離間
和挑撥都不會得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昨日公佈的2019年12月財新中國製
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錄得51.5，
小幅下滑0.3個百分點，結束連續五個月

的回升，但仍處於擴張區間並保持在較
高水平。
數據顯示，新訂單指數回落至三個月

最低，新出口訂單指數也略有下降，但

兩者均位於榮枯分界線以上。受訪廠商
反映，海內外需求均出現改善。新訂單
增加，帶動廠商擴大生產，產出指數連
續六個月處於榮枯分界線以上。
12月，採購庫存和成品庫存都顯著反

彈到榮枯線以上，這背後主要是企業信
心出現積極變化。製造業界普遍預期未
來12個月產量將繼續上升，樂觀度小幅
反彈，但受中美貿易摩擦不確定性持
續、環保政策收緊和市場競爭激烈影
響，業界整體樂觀度相比歷史水平仍然
偏弱。

今年經濟走勢或前高後低
另外，工業品價格趨於上行，投入價

格和出廠價格指數均小幅向上，尤其出
廠價格邁上了榮枯線，有利於企業盈利
改善。

財新智庫莫尼塔研究董事長、首席經
濟學家鍾正生表示，2019年12月中國經
濟延續企穩狀態，需求擴張不及前兩月
強勁，但比較可喜的是，企業家信心開
始出現了一些積極變化，生產擴張和增
加庫存的意願有所增強，對就業也產生
了積極影響。由於企業信心不彰是2019
年經濟下行的重要拖累因素，隨着中美
第一階段協議傳遞出積極信號，企業信
心有修復空間，有助於鞏固經濟企穩的
基礎。
分析指，去年底中國經濟數據改善，

與海外經濟企穩、中美有望達成第一階
段協議、提前下達地方專項債券新增額
度等有關。市場預計，經濟階段性回
暖，今年經濟走勢或前高後低。展望未
來，中美貿易摩擦恐難現實質性緩和，
內需回升可持續待察。

■外交部發言人耿爽 網上圖片

■上月中國製
造業採購經理
人指數仍處於
擴張區間。圖
為中車唐山機
車車輛有限公
司的工人在軌
道交通車輛生
產線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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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提出促進社會領域商業保險發展的多項政策舉措，包括積極發展多樣化的商業養老年金保險。圖為陝西延安市民在醫院醫保結算處
辦理業務。 資料圖片

■重慶一家醫院護士為新生兒按摩。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