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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網民近10億 普及率70.4%
網絡支付使用率近九成 網絡零售八年全球第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2月3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在京發布第47次《中國互聯網

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報告披露的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12月，中國網民規模達9.89億，互聯網普及

率達70.4%。在這其中，網絡支付使用率達到近九成，網絡零售連續八年全球第一，數字貨幣試點進程亦

在全球領先。

●網民規模：9.89億

●人均每周上網時長：26.2小時

●網絡支付用戶規模：8.54億

●網絡視頻用戶規模：9.27億

●防疫健康碼累計申領：9億

●防疫健康碼使用次數：超400億人次

●網購用戶規模：7.82億

●網上零售額：11.76萬億元人民幣

●上市企總市值：16.80萬億元人民幣

今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
告》稱，中國網絡支付用戶規模達

到8.54億，佔網民整體的86.4%。網絡支
付通過聚合供應鏈服務，輔助商戶精準推
送信息，助力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推動
了數字經濟發展。目前，網絡購物用戶規
模達7.82億，佔網民整體的79.1%。伴隨
網絡直播成為「線上引流+實體消費」的
數字經濟新模式，直播電商成為廣受用戶
喜愛的購物方式，有66.2%的直播電商用
戶購買過直播商品。
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網上零售額
達到11.76萬億元（人民幣，下同），較
2019年增長10.9%。其中，實物商品網上
零售額9.76萬億元，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
額的24.9%。自2013年起，內地已連續八

年成為全球最大的網絡零售市場。

9億人申領「防疫健康碼」
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互聯網

對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起到關鍵作用。報
告介紹，在疫情期間，全國一體化政務服
務平台推出「防疫健康碼」，累計申領近
9億人，使用次數超過400億人次，支撐
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實現「一碼通行」，大
數據在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中作用凸顯。
而為了解決部分老人、兒童使用防疫健

康碼面臨的困難，多地推出簡易可行的替
代措施，如廣東老年人刷身份證可核驗健
康碼，四川上線健康通「離線碼」，北京
健康寶則在原有「他人代查」功能的基礎
上，發布上線了「老幼健康碼助查詢」功

能，助查人員在該功能中輸入16歲以下
兒童及60歲以上老人的身份證號，即可
為老人、兒童進行健康狀態查詢。

上市網企市值增51.2%創新高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報告還指出，

截至2020年12月，中國互聯網上市企業
在境內外的總市值達16.80萬億元，較
2019年底增長51.2%，再創歷史新高；網
信獨角獸企業總數為207家，較2019年底
增加20家。互聯網企業集群化發展態勢
初步形成：從企業市值集中度看，排名前
十的互聯網企業市值佔總體比重為
86.9%；從企業城市分布看，北京、上
海、廣東、浙江等地集中了約八成互聯網
上市企業和網信獨角獸企業。

●●22月月33日日，，廣東省廣州廣東省廣州
市市，，市民在越秀區政務市民在越秀區政務
服務中心刷身份證核驗服務中心刷身份證核驗
健康碼健康碼。。 中新社中新社

●10歲以下 3.1%

●10歲至19歲 13.5%

●20歲至29歲 17.8%

●30歲至39歲 20.5%

●40歲至49歲 18.8%

●50歲至59歲 15.1%

●60歲及以上 11.2%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數看中國互聯網絡發展（截至2020年12月） 網民年齡結構

數據來源：《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
月3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區域全面經濟
夥伴關係協定（RCEP）生效實施國內相關工作匯
報，要求以深化改革開放促進產業升級；部署完善企
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退出相關政策，提升市場主體活
躍度。
會議指出，推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落地實施，是擴大開放進而促進改革的重
要舉措。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部署，有關部門加快
協定生效國內相關對接準備工作。目前協定條文司
法審查、貨物貿易關稅減讓承諾表轉換方案制定已
完成，原產地累積規則實施技術準備取得實質進
展，對協定涉及的701條約束性義務85%已做好履
行準備。
下一步，要抓住機遇、應對挑戰。一是充分認識實

施原產地累積規則有利於降低享受關稅優惠門檻、促
進區域內貿易合作、穩定和強化區域產業鏈供應鏈，
抓緊推進國內相關管理制度改革，制定原產地管理辦
法和實施指引，完善業務流程，有針對性做好相關技
術準備，確保協定生效即可落地實施。二是適應協定
實施後更加開放環境和競爭更加充分的新形勢，對標
國際先進產業水平，梳理完善我國製造業質量標準、
規則等，促進製造業向中高端邁進、提高產品質量實
現升級，提高市場競爭力。同時圍繞進一步擴大服務

業開放，做好提升標準、完善規則等相關準備。加強
部門協同，對照協定規定抓緊完善國內相關法規政
策，選擇重點領域分行業制定實施方案，並推動成員
國加快開展關稅承諾表轉換、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轉
版、原產地規則實施指引磋商，為協定生效實施做好
制度保障。三是加大協定實施相關培訓力度，幫助企
業尤其是小微企業熟悉協定規則內容和成員國關稅減
讓情況，熟練掌握原產地證書申領程序、證明材料等
要求。引導企業增強轉型升級緊迫感，增強專業精神
和精益求精意識，提高管理水平，提升參與國際合作
與競爭的本領。
會議指出，加快完善應破產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

退出配套政策，解決退出難問題，是優化要素配置和
營商環境的重要舉措。一要完善中小微企業簡易註銷
制度，使中小微企業在開辦便利的同時退出也便捷，
促進改善市場主體結構，提高市場主體活躍度。二要
建立企業破產和退出狀態公示制度，及時將企業破產
和退出相關信息列入可公開查詢的企業信用信息中，
完善信用機制建設，促進公平競爭。三要保障破產程
序依法規範推進，完善管理人制度，強化管理人依法
履職責任，發揮債權人委員會、債券持有人會議等協
調協商作用，依法保護職工和債權人、投資者等權
益，依法打擊企業破產或退出中惡意逃廢債行為。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新政府上任以來，期待中
美關係重回正軌成為國際上許多有識之士的共同
呼聲。原因很簡單，過去幾年裏，中美關係遭遇
了兩國建交以來前所未有的嚴重困難。美方一些
政客固守冷戰思維，把中國視作威脅，採取了一
系列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方利益的錯誤言行，
阻撓破壞中美正常交往和互利合作，試圖推動中
美「脫鈎」甚至搞所謂「新冷戰」。他們的所作
所為讓中美關係大局遭遇陰霾，讓中美兩國人民
根本利益受到損害，令人扼腕。

「正確認識看待中國」「恢復正常交往」「妥
善處理矛盾分歧」「開展互利合作」——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楊潔篪日前同美國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舉行視頻
對話，為推動中美關係回到健康穩定發展的正確
軌道指出了路徑。

中美關係大局毀不得，是因為衝突對抗沒有未
來。

上屆美國政府對華採取了一系列錯誤政策，根
源在於美方一些人對中國存在戰略誤判。將中國
視為主要戰略競爭者甚至是對手，這是犯了歷史
性、方向性、戰略性錯誤。中國發展的根本目標
是讓中國人民過上更好的日子，為地區和世界和
平、穩定、發展和繁榮作出更大貢獻。中美關係
發展歷程充分證明，兩國完全可以也需要加強合
作協調，實現共同發展。

中美關係大局毀不得，是因為歷史大勢不可阻
擋。

美國一些人迷信「美國優先」，妄想通過「脫
鈎」「斷鏈」來阻擋經濟全球化；他們迷信零和
博弈，妄想通過打壓制裁來阻擋世界多極化；他
們迷信單邊霸凌，妄想通過「退群」「毀約」來
阻擋國際關係民主化。種種行徑，不僅違背中美
兩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背離和平發
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40多年來，中美關係
已成為當今世界相互交融最深、合作領域最廣、
共同利益最大的雙邊關係之一。

時代挑戰呼喚共同擔當
中美關係大局毀不得，是因為時代挑戰呼喚共

同擔當。
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疊加新冠疫情大

流行，世界進入動盪變革期，國際形勢不穩定性
不確定性明顯上升，更加呼喚更多大國彰顯大團
結、展現大擔當。中美在 2001 年攜手反恐，
2008年合力應對國際金融危機，2014年共同阻
擊埃博拉病毒，2016年推動達成氣候變化《巴黎
協定》。實踐證明，中美合作可以辦成很多有利
於兩國和世界的大事。

在巨變的時代，中美關係的巨輪能否保持正確航
向，不僅與兩國人民利益密切相
關，也關乎世界前途與命運。中
美關係向何處去，取決於我們的
視野和選擇。美方是時候拿出政
治遠見，同中方相向而行，做出
無愧於時代的關鍵抉擇。

李克強主持國常會：推進RCEP落地實施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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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央視新聞客戶端報道，春節前夕，習近平總書記赴貴州考察調研並
看望慰問基層幹部群眾。3日下午，他來到畢節市黔西縣，實地察看烏江六沖河段生態環境，走進
新仁苗族鄉化屋村看望鄉親們。在村文化廣場，習近平同參加少數民族春節民俗活動的群眾親切
交流，並向全國各族人民致以新春祝福。

2009年，化屋村修通了到鄉鎮的柏油馬路，2014年以來，全村實施危房改造14戶，新建
村衞生室一棟，建檔立卡貧困戶在校生全面落實教育資助，自來水引水工程全覆蓋。化屋村
重點發展種養殖業和旅遊業，累計種植經果林1,400畝，2019年底實現貧困人口動態「清
零」。

習近平赴貴州考察 向全國各族人民致新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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