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批自贸试验区对接国际

高标准规则试点全面落地

●本报记者 王舒嫄

中国证券报记者8月6日从商务部获悉，经过

一年的先行先试， 首批自贸试验区对接国际高标

准规则各项试点措施已全面落地， 形成了一批引

领性、开创性制度创新成果，为加入高标准经贸协

议提供了试验支撑， 为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探索

了实践路径。

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稳步扩大制

度型开放，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自贸试验区的重

大任务。 2023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在有条件

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

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率先在上海、

广东、天津、福建、北京5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

由贸易港开展试点。

对于一年来的创新成果，商务部介绍，首先，

开展一批“首创首试”制度创新。率先放宽汽车发

动机等62种再制造产品进口，全国首单已落地上

海，为企业节省40%成本。率先实施预裁定依申请

展期制度， 在原决定书到期前申请人即可提出展

期申请，有效提升贸易可预期性。率先突破信息技

术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方式， 允许使用自我声明

方式作为进口产品符合电磁兼容性标准的保证，

全国首张证书已颁发生效。

其次，推出一批“连通市场”开放举措。 支持

境外专业人员在境内提供服务， 六地均发布实施

境外职业资格认可清单并进一步拓展认可范围。

便利外籍人员来华工作生活，对在试点地区筹建

公司的外国高管及其随行家属签发2年以内签证

证件，允许外资企业专家的随行家属享有与该专

家相同的停居留期限。 按照内外一致原则，对外

资金融机构开展新金融服务申请作出审批，对境

外金融机构提出的有关服务申请在120天内作出

决定。（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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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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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图文

习近平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

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近日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

利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北京中轴

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 和“巴丹

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 、“中国黄 （渤）海

候鸟栖息地（第二期）” 成功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 对于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

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

积极意义， 为世界文明百花园增添了绚丽的

色彩。

习近平强调， 要以此次申遗成功为契机，

进一步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

保护，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守护好

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 要持续加强

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工作，使其在新时

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

众的美好生活需求。 要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领

域国际交流合作，用实际行动为践行全球文明

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日前，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 将我国世

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北京中轴线———中国理

想都城秩序的杰作” 和世界自然遗产提名项目

“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 、“中国黄

（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 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 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9项，

居世界前列。

我国成功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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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提高数据中心绿电占比 充分发挥新型储能调节能力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国家发展改革委8月6日消息， 国家发展

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国家数据局日前联合印

发 《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行动方案

（2024—2027年）》， 明确重点开展九项专项

行动，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取得实效。《行动

方案》提出，探索实施一批算力与电力协同项

目，提高数据中心绿电占比；充分发挥新型储

能调节能力，加快实现新型储能规模化应用。

提升新能源系统友好性能

《行动方案》提出，重点开展电力系统稳

定保障行动、 新能源系统友好性能提升行动

等九项专项行动。

在电力系统稳定保障行动方面， 针对电

力系统生产结构、 运行机理和功能形态转变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系统稳定问题，《行动方

案》提出，着力优化加强电网主网架、提升新

型主体涉网性能、推进构网型技术应用、持续

提升电能质量， 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安

全稳定保障。

《行动方案》明确，开展新能源系统友好

性能提升行动。为提升新能源系统友好性能、

创新风光储互补及源网荷储协同发展模式，

《行动方案》提出，着力打造一批系统友好型

新能源电站， 实现新能源置信出力提升至

10%以上； 探索实施一批算力与电力协同项

目，提高数据中心绿电占比；因地制宜建设一

批智能微电网项目， 提升新能源发电自发自

用比例。

开展新一代煤电升级行动。 针对新型电

力系统对煤电加快转型升级的要求，《行动方

案》明确，以清洁低碳、高效调节、快速变负荷、

启停调峰为主线任务， 开展新一代煤电试验

示范；应用零碳或低碳燃料掺烧、碳捕集利用

与封存等低碳煤电技术路线， 促进煤电碳排

放水平大幅下降；推动新一代煤电标准建设，

重点完善系统设计及设备选型标准体系。

在电力系统调节能力优化行动方面，针

对新型电力系统调节能力需求持续增长的实

际，在用好常规调节措施的基础上，《行动方

案》提出，充分发挥新型储能调节能力，（下

转A02版）

多领域纵深推进 金融体制改革路径明晰

●本报记者 彭扬 欧阳剑环

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

导机制；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

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制定金融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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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作出部署。

专家表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有助于提升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也是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应尽快从深化金融体制改

革的各个着力点入手，不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向纵深发展。

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

当前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现

代中央银行制度作为重要支撑，以支持经济转

型升级。 《决定》提出，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

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接连下调政策利率并

将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延后至每月25

日，以理顺利率传导机制。 6月份，7天期逆回

购操作利率降至1.7%， 各期限常备借贷便利

（SLF）利率也同幅下调10个基点。

专家表示，完善中央银行制度要以进一步

深化改革为根本动力，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

道上加快推进。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陶玲日前撰文提出，

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创新精准有力

的信贷服务体系，建立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

理体系， 推进结构合理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

系，建设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

体系，健全有力有效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等。

在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方面，中

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梁斯认为，应优化基础货

币投放机制； 打造以短期政策利率为中枢、宽

度合理的利率走廊机制；将预期管理纳入货币

政策工具箱，合理引导市场预期变化。

“货币政策目标利率将进一步简化。 ” 广

开首席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刘涛分析，由短端利

率如7天逆回购利率承担主要政策利率功能；

逐步理顺由短及长的传导关系，使得利率传导

更加简单、明确、顺畅；从短期利率传导到中

期、长期利率，打通货币市场与信贷市场和债

券市场。

健全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

业内专家认为，着力打造金融机构、市场、

产品和服务体系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

任务。

健全结构合理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是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题中之义。 陶玲表示，支

持发展多元化股权融资，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培育和引导耐心资本；（下转A02版）

“红厅论坛：读懂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

主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记者于佳欣、黄玥）

“红厅论坛：读懂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

全会” 主题研讨会6日在北京举行。 来自60多

个国家的200余名驻华使节、智库专家、媒体

记者等开展交流研讨。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长

曲青山在致辞中表示，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在中共历史和新中国历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

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

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 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必须在扩

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携手推动世界走

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华通讯社社长、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

学术委员会主任傅华在致辞中表示， 中共二

十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要

会议，为国际社会进一步读懂中国、读懂中国

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窗口。 全会《决定》提出

的300多项重要举措，都体现了“进一步” 的

要求，要重点把握进一步聚焦宏伟目标、揭示

改革规律、 突出重点领域、 突进 “最后一公

里” 、鼓舞信心斗志。 新华社将发挥“国家通

讯社+国家高端智库” 独特优势，与海内外媒

体、 智库携手推出更多高质量新闻报道和研

究成果。

新华通讯社总编辑 、 新华社国家高

端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吕岩松主持开

幕式。

本次主题研讨会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新华通讯社联合主办。 会上，《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成

就和世界贡献》 智库报告以中英文面向全

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