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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海巖 北京報道）

為應對疫情衝擊，國

家發改委、財政部等

23個部門昨日聯合發文促進消費，鼓勵線上線下融合等新消

費模式發展，加快構建「智能+」消費生態體系，預計今年實

物商品網上零售額有望突破10萬億元（人民幣，下同），並

提出打通城鄉消費「任督二脈」，更好釋放鄉村消費潛力，建

設城鄉融合消費網絡。

促消費措施（部分）
◆加快5G等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建設

◆鼓勵汽車限購地區適當增加汽車號牌限額

◆建設文化產業和旅遊產業融合發展示範區

◆優化購物離境退稅服務及退稅操作流程

◆建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國家文化和旅遊消費示範城市

◆建設一批中國特色市內免稅店，擴大口岸免稅業務

◆大力發展「互聯網+社會服務」消費模式，促進教育培訓、醫療保
健、養老服務、嬰幼兒照護等服務消費線上線下融合發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嚴

今年網上零售料破10萬億
23部門發文鼓勵消費 建設城鄉融合消費網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昨日在考察全國市場運行與流通發展服務平台
時表示，企業只要活着，就該享受疫情期間的優
惠政策。
考察中，在聽取企業享受優惠政策情況匯報
時，李克強特別注意到，還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因
為沒有提出申報或尚未復工復產，沒能享受到國
家和地方疫情期間出台的一系列優惠政策，包括

階段性稅收減免、延期繳納或減免社保費、水電
氣價格優惠等。李克強當即要求相關部門要予以
關注。
李克強說，我們出台的這一系列助企紓困政策

都是普惠性的，企業只要活着，就該享受疫情期
間的優惠政策。各地區各部門一定要以統籌推進
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為重，主動作為，
勇於擔當，把各項優惠政策及時落實到位，切實

幫助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渡過難關。
在這個平台考察時，李克強特意與義烏中國小商
品城視頻連線。小商品城雖然只是一棟樓，但背後
聯繫着200多萬家中小微企業，與全球219個國家和
地區有經貿往來，去年進出口貿易額超過2,900億元
人民幣，被稱為觀察中國外貿的一個「窗口」。
李克強詢問疫情對外貿業務影響、復工復產進度、

需要國家給予哪些支持等。負責人介紹，疫情確實

對正常業務造成一定衝擊，但目前海外訂單減少並
不多，主要受限於國內復工復產進度慢，許多供貨
跟不上，影響了出口。李克強聽到海外訂單減少不
多感到欣慰。他稱讚道，義烏小商品已經成為一張
大名片，可謂是小商品、大市場！我們將會有效擴
大國內市場需求，同時努力保持國際應有市場份額，
希望小商品特別是義烏小商品在其中「打頭陣」，
成為國家外貿更亮的名片。

李克強：企業只要活着 就該享疫期優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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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外交部發
言人耿爽昨日在北京表示，當日上午，中
韓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聯防聯控合作機制正
式成立並舉行首次視頻會議，「會議開得
高效務實」。
在當日的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據

了解，中韓雙方成立新冠肺炎疫情聯防聯
控合作機制並舉行了首次視頻會議。中方
對此有何評論？
耿爽表示，當日上午，中韓應對新冠肺
炎疫情聯防聯控合作機制正式成立並舉行
首次視頻會議。中方已經發佈了消息。
耿爽說，新冠肺炎疫情是國際社會面臨

的嚴峻挑戰。疫情爆發以來，中韓作為近
鄰休戚與共，互相牽掛聲援，提供真誠幫
助，充分體現了守望相助、同舟共濟的友
好情誼。在做好本國疫情防控的同時，兩
國還加強對口部門之間的交流合作，採取
了一系列有效的聯防聯控措施。在此基礎
上，針對中韓兩國和國際疫情形勢的變
化，雙方成立應對疫情聯防聯控合作機
制，十分及時和必要。這既是落實兩國元
首重要共識的積極舉措，也將為世界各國
攜手共同抗疫提供參考借鑒。
耿爽形容，當日上午機制舉行的首次會

議開得高效務實。雙方積極評價兩國前期
疫情防控努力和對口部門交流合作，探討
了下一步加強聯防聯控合作的重點方向和
具體舉措，就減少不必要人員流動、嚴控
「四類人員」出境、加強出入境檢疫、交
流防控指南和診療技術、照顧好對方國家
留學生和僑民等達成廣泛共識。我們希望
雙方能發揮好這個機制和各部門對口渠道
作用，進一步加強溝通協調，統籌開展聯
防聯控，共同早日戰勝疫情，增進兩國人
民健康福祉，維護和促進雙邊交往與合
作。

商務部：樂見企業出口防疫物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

報道）國家商務部外貿司司長李興乾
昨日表示，隨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
蔓延，不少國家在口罩、防護服等防
疫物資上存在較大缺口，希望中國給
予援助或者從中國採購。中國政府對
醫療物資的出口高度重視、積極支

持，「我們樂見出口企業組織口罩等
醫療物資對外供應，以實際行動為全
球防疫作出應有貢獻」。
李興乾表示，疫情發生後，中國政府
堅決果斷採取措施，推動企業復工復產、
擴產轉產，醫療物資的產能產量快速提
升，整體的保障狀況有了較大改善。但

是，中國人口眾多，生產生活場所人員
密集，口罩、藥品等部分品種的供應，
仍然短缺。為體現大國責任擔當，支持
各國共同抗擊疫情，中方此前已對有關
國家提出的訴求及時給予支持和幫助。
「在中國政府和人民最困難的時候，

一些國家和國際組織及時向我們伸出了

援手，對此我們永遠銘記在心。」李興
乾動情地說。他表示，中國對各國人民
在疫情面前遭遇的困難和壓力，感同身
受。中方一直在進一步擴大國際和地區
合作，分享疫情防控經驗，在克服自身
困難的同時，對有關國家特別是疫情較
重的國家和地區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

湖北汽車及零部件產業優先復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內地復工復產步伐加快，官方數
據顯示，目前中國除湖北外的規模以
上工業企業平均開工率超過95%，企
業人員平均復崗率約為80%，中小企
業開工率60%左右。在疫情最嚴重的
湖北，復工復產亦提上日程。工信部
副部長辛國斌昨日表示，湖北的汽車
及零部件產業優先復工。
湖北是中國第四大汽車生產基地，
亦是全球汽車零部件重要供應基地。
辛國斌在出席國務院新聞辦記者會時
表示，目前湖北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復工復產工作提到議事日程。目前湖
北省內汽車零部件企業有序復工復
產，東風汽車集團在十堰的卡車生產
基地已復工復產，日產能達到200多
台；襄樊市零部件企業啟動復產，武
漢市兩家乘用車東風本田及東風自己
的乘用車企業已啟動復產。

已啟動庫存緊急保供措施
辛國斌說，此前為保證國際供應鏈

穩定，中國已啟動庫存緊急保供的措
施，比如韓國現代在國內的配套企
業，有一部分在湖北，另一部分在山
東，工信部早前已推動山東企業迅速
復工復產，目前生產經營秩序正常。
目前中國穩步推進產業鏈復工復產進

展，但辛國斌表示，仍面臨人員物流不
暢、中小企業現金流短缺、防疫物資不
足、上下游企業復工復產不同步、產業
鏈運轉效率不高等問題。另外國際疫情
的蔓延也為復工復產帶來很大不確定性。

「最後一公里」未完全解決
各地疫情不同、防控等級不同，人

員流動存在「痛點」，一些企業反映
用工短缺。「比如，廣東重點防疫物
資防護服、壓條機的技術調試人員，

大部分來自湖北仙桃，廣東壓條機需
求很大，急需技術人員回來，但是由
於封城政策，這些人出不來。」
物流運輸亦有「堵點」，辛國斌

說，「最後一公里」沒有完全解決，
湖北等疫情嚴重地區物流運輸受限。
另外，上下游企業復工復產不同步，
產業鏈整體運轉效率不高。
辛國斌進一步指，目前原料供應仍存
「卡點」，部分重要原料企業未復工復
產；中小企業現金流存在「斷點」，「一
些企業反映，幫扶政策看得見摸不着」；
防疫物資不足是「難點」，企業復工復
產對口罩、消殺用品等防疫物資需求巨
大，供需仍存不小的缺口。
為推動重點產業鏈有序復工，辛國
斌稱，工信部牽頭相關部門組建產業
鏈協同復工復產工作專班，協調解決
跨部門、跨地區的問題，維護國際國
內供應鏈穩定。另外，還在下大力氣

紓解中小微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工信
部提出，要落實扶持中小企業金融、
財稅等政策，清理政府部門和國有大
型企業拖欠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賬
款，研究出台降低中小企經營成本的
政策，減少合理但不合時的收費。

發改委稱，其與商務部、市場監管總局
等20多個相關部門已建立完善促進消

費體制機制部際聯席會議制度，並出台政策
推動家電、消費電子產品更新消費，激發文
化和旅遊消費潛力，促進全民健身和體育消
費等。

發展「互聯網+」消費模式
以網絡購物為代表的消費新業態、新模式
在疫情中展示出強勁發展潛力。國家發改委
預計，今年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有望突破10
萬億。未來將加快5G網絡等信息基礎設施
建設，推動車聯網部署應用，全面推進信息

進村入戶，提升農村地區寬帶用戶接入速率
和普及水平。
同時，鼓勵線上線下融合等新消費模式發

展，鼓勵建設「智慧商店」「智慧街區」
「智慧商圈」，鼓勵消費者使用綠色智能產
品，大力推進「智慧廣電」建設，鼓勵企業
利用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
技術推動各類電子產品智能化升級。同時，
大力發展「互聯網+社會服務」消費模式，
促進教育培訓、醫療保健、養老服務、嬰幼
兒照護、文化娛樂、體育賽事等服務消費線
上線下融合發展。
提振消費關鍵在於收入穩定增長。多部委

在文件中提出「穩定和增加居民財產性收
入」，包括適度擴大國債、地方政府債券面
向個人投資者的發行額度，穩定資本市場財
產性收入預期，完善分紅激勵制度，堅決查
處嚴重損害中小投資者分紅派息權益的行
為。
此外，文件強調，要深化農村土地和集體

產權制度改革，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經營性建
設用地入市，探索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
的佔有、收益、有償退出及抵押、擔保、繼
承權。
文件尤其強調，打通城鄉消費「任督二
脈」，更好釋放鄉村消費潛力，着力建設城

鄉融合消費網絡，充分發揮郵政系統、供銷
合作社系統現有農村網點佈局優勢，實施
「郵政在鄉」、升級「快遞下鄉」。同時加
強農產品供應鏈體系建設，擴大電商進農村
覆蓋面，促進工業品下鄉和農產品進城雙向
流通，並且結合區域發展佈局打造消費中
心。

減負防企業大規模倒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

長馮俏彬表示，提振消費額核心是讓消費者
有消費能力，有穩定可持續的收入，其中最
重要是保企業，防止企業大規模倒閉。因

此，政府最直接的辦法是為企業減輕負擔。
另外，對低收入群體，要通過民政部門按時
足額發放低保等救助資金，保障基本生活不
受疫情影響，從長期看則要挖掘新的消費潛
力。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王蘊則認為，

未來消費潛力一是農村消費，二是網絡消
費。農村消費市場增長潛力大、速度快，能
與城鎮構成互補的消費市場結構，形成梯次
消費升級格局。但很多地區農村商業網點佈
局不完善，消費基礎設施建設滯後，制約消
費潛力的釋放。另外，區域消費中心建設，
將着眼於適應網絡消費全球興起的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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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湖北省內汽車零部件企業有序復
工復產。圖為在東風本田第三工廠內，
工人在車間作業。 資料圖片

■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等23個部門昨日聯合發文促進消費，鼓勵線上線下融合等新消費模式發展。圖為日前北京朝陽區一小區門口，許多居民在收
取快遞。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