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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昌：三峡秭归旅游港换乘中心即将投运

8

月

13

日在三峡大坝上游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拍摄的新建旅游港换乘中心（无人机照片）。

近日，三峡大坝上游的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旅游港换乘中心建设进入收尾阶段，即将投入运行，标志着具备年游客通过能力

240

万人

次的长江三峡宜昌至重庆的始发港和终点港将全面建成。 该港是湖北省三大旅游母港之一，也是整个长江旅游经济带的重要节点。

新华社图文

服贸会释放对外开放信心 共促世界经济复苏

●本报记者 王舒嫄 连润

8月13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2023年中

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我在服贸会等你”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3年服贸会将于9月2

日至6日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办，年

度主题为“开放引领发展，合作共赢未来” ，

展览展示规模约15.5万平方米，设置9个专题，

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等六大类活动。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张翼

在发布会上表示，办好本届服贸会，有利于进

一步释放我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的信心，有利于进一步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携手各国共促世界经

济复苏和发展。

四大看点

“今年服贸会有四大看点。” 张翼介绍，一

是进一步突出高层次，推出重大活动和权威报

告；二是进一步突出国际化，发挥扩大开放平

台作用；三是进一步突出专业化，力促达成高

绩效成果；四是进一步突出市场化，推动服贸

会可持续发展， 在9个专题展中已有6个实现

市场化运作。

“2023年服贸会各项筹办工作正在按计

划稳步、高效推进。 ” 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

务中心副主任周玲说，截至目前，招展已基本

完成，计划举办200余场论坛会议、推介洽谈

等活动。

此外，周玲介绍，施耐德、英特尔、赛诺菲、

飞利浦、工商银行、中国人保等70余家知名企

业及机构将在本届服贸会上发布智能档案服

务中心、数字人民币预付卡、产业带数字地图、

全新数字孪生平台、《中国国际文化贸易发展

报告2023》等签约合作成果、行业发展报告和

首发首秀。

自2012年以来， 服贸会及其前身京交会

累计吸引196个国家和地区的60余万展客商、

600余家境外商协会和机构参展参会。 2020年

提质升级以来，服贸会再上新台阶，已成为全

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全球

服务的国际公共产品。

打造首钢园服贸会3.0版

“今年是首钢园连续第三次承办服贸会

专题展和论坛、会议等活动，我们将以更高标

准、更高要求、更高质量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打

造首钢园服贸会3.0版， 全面提升参会便利性

和舒适度。 ”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部

长贺蓬勃表示。

贺蓬勃说， 首钢园服贸会3.0版简要概

括为“三个三” ，即三提升 、三优化、三创

新。三提升即绿化景观提升，园区更宜人；道

路交通提升，通行更高效；配套服务提升，体

验更舒适。 三优化即设备设施优化，运行更

高效；空间优化，布局更人性化；配置优化，

保障更安全。三创新即创新呈现一高炉元宇

宙乐园；创新升级10号馆；创新建设智慧运

营中心。

首都会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一炜

介绍了首都会展集团参与服贸会筹办的情况。

他表示，本届服贸会国家会议中心区域首

次启用国家体育馆，场馆规划再优化。同时，更

加注重室外展示体验，互动项目再丰富。此外，

形成“线上+线下” 常态化模式，数字化平台

再提升，为“永不落幕的服贸会”保驾护航。另

外，加大了“福燕” 系列文创衍生品的开发力

度，引入新的特许生产商及零售商，一批衍生

品将集中面市。（下转A02版）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24条政策措施发布

提高利用外资质量 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

●本报记者 王舒嫄

中国政府网8月13日消息，国务院日前印

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

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

《意见》提出6方面24条政策措施，包括

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拓宽吸引外资渠道；保障

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持续加强外商投资保

护；提高投资运营便利化水平；加大财税支持

力度，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完善外

商投资促进方式等。

支持外商投资企业梯度转移

《意见》提出，鼓励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

者设立投资性公司、地区总部，相关投资性公

司投资设立的企业，可按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外

商投资企业待遇。深入实施合格境外有限合伙

人（QFLP）境内投资试点，建立健全QFLP外

汇管理便利化制度，支持以所募的境外人民币

直接开展境内相关投资。

毕马威报告认为，QFLP试点机制已经成

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各地均积

极推进QFLP试点实践，QFLP试点机制有望

进一步深化。

此外，《意见》明确，支持外商投资企业梯

度转移。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级新区、国

家级开发区等各类开放平台， 鼓励东部地区

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沿边地区探索通过产

值、 利益等分享机制， 结对开展产业转移协

作。 对在中国境内进行整体性梯度转移的外

商投资企业， 按照原所在地区已取得的海关

信用等级实施监督。

在外资项目建设推进机制方面，《意见》

提出， 健全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工作专班机

制，加强要素支撑、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推动

外资项目早签约、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

商务部部长助理陈春江日前表示，商务部

持续加强重点外资项目跟踪服务，动态更新项

目清单， 会同相关部门加大项目要素保障，推

动一批在谈项目签约落地、一批合同项目开工

建设、一批在建项目完工投产。

提高投资运营便利化水平

《意见》提出，要提高投资运营便利化

水平。 优化外商投资企业外籍员工停居留政

策。 持续优化入出境政策措施，为外商投资

企业的外籍高管、技术人员本人及家属提供

入出境、停居留便利。 指导我驻重点引资国

家或地区使领馆继续为跨国公司高管申请

签证提供便利，通过驻外经商机构及时宣介

我入境政策。

《意见》要求，完善外商投资企业服务保

障。 建立健全外商投资企业圆桌会议制度。各

级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工作专班建立健全联

动协调机制，及时协调解决项目签约、建设、投

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做好自由贸易协定原

产地证书签证工作，为外商投资企业享受关税

减免政策提供便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

究员张立群认为，建立健全外商投资企业圆桌

会议制度是在政府层面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

外开放，欢迎外资进入中国的一个表现，也是

在用实际行动展现中国吸引外资的决心。

“商务部将进一步发挥外资企业圆桌会

议制度作用，与外资企业、商协会开展常态化

交流，会同相关部门加强政策宣传解读，着力

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为外资企业在

华经营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和环境。” 陈春江

表示。

加大对外资标志性项目支持力度

在加大财税支持力度方面，《意见》提出，

强化外商投资促进资金保障。通过中央外经贸

发展专项资金统筹加大对外资标志性项目的

支持力度，促进项目尽快落地实施。 完善地方

各级政府外商投资促进资金使用，加大重点产

业链引资服务力度。（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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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探索数据要素市场化路径

地方债将迎发行高峰

对资金面影响有限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8月以来，地方债发行节奏有所加快，对

流动性的影响引发市场关注。 专家表示，8月

至9月可能是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高峰， 考虑

到当前央行货币政策取向较为明确， 资金面

收紧压力将整体可控。 在呵护流动性合理充

裕目标下，下半年降准依然可期。

地方债发行提速

作为下半年财政发力重要抓手，8月起

地方债有望迎来发行高峰。

企业预警通数据显示，7月当月新增专

项债发行1962.9亿元。截至7月末，今年以来

新增专项债发行进度为65.7%，显著低于去

年同期。 进入8月，地方债发行有所提速。 截

至8月13日，8月以来地方债已发行5938.45

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发行2490.38亿元。

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 加快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专家预计，新

增专项债有望在9月底前发行完毕。

财信研究院副院长伍超明表示，截至6

月末， 新增专项债券仍有15791亿元的发

行空间， 预计三季度这部分额度将全部发

完， 成为下半年财政支出提质增效的重要

抓手。

“随着第三季度稳增长压力增加，专项

债加快发行成为财政政策的发力点之

一。 ” 兴业研究分析师胡晓莉表示，预计三

季度将成为地方债发行高峰， 净融资规模

仅次于一季度。 专项债方面，预计三季度新

增专项债将基本发行完毕，发行高峰将在8

月和9月。

资金面收紧压力可控

专家认为， 地方债加速发行可能会产生

一定流动性缺口， 考虑到央行维持流动性合

理充裕的取向未变， 资金面收紧的压力将整

体可控。

“据测算，8月可能存在2877亿元左右的

流动性缺口，资金面或存在一定波动。 ” 中信

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但综合考虑一

般存款、 财政收支等流动性影响因素环比变

化的季节性走势， 专项债加快发行对流动性

缺口的影响可能会被抹平。

对于专项债集中发行是否会抬升资金利

率，明明认为，从历史上专项债集中发行阶段

的资金面走势情况可以发现， 专项债发行并

不必然导致资金利率抬升。 “资金利率的核

心定价因素仍是流动性的供需相对变化，地

方政府债发行和净融资是流动性供需缺口的

一环，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同时在这种情况

下央行也往往维持相对宽松的政策取向，因

此， 由专项债发行高峰引起的资金利率抬升

并不显著。 ”他表示。

面对政府债集中发行， 央行可能会采取

多种举措，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在光大证券

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看来， 政府债供给

放量与财政资金吞吐错配， 将消耗机构超储

规模，进而造成体系内资金面阶段性收紧，但

央行可通过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 中期借

贷便利（MLF）增量续做或适时降准补充机

构中长期资金，缓解资金面转紧压力，下半年

择机启动降准依然可期。 （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