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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南亚贸易额十年翻番

本报记者 索寒雪 北京报道

近日，商务部副部长李飞在国

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

“2023 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

接近 2000 亿美元，比 2013 年翻了

一番。”

中国作为巴基斯坦、孟加拉国

等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持

续巩固，巴基斯坦的大米、斯里兰

卡的红茶、马尔代夫的海产品、阿

富汗的松子等，越来越多的南亚国

家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深受中国消

费者喜爱。

据了解，商务部将继续完善

贸易畅通、投资合作工作组等机

制，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水平，完善与南亚国家自贸协定

安排，进一步释放贸易和投资合

作潜力。

经济互补性强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一

些企业已经在部分南亚国家建立了

办事处。一位农业机械企业的斯里

兰卡销售经理表示：“南亚是很重要

的市场，我每年在斯里兰卡要工作

很长时间。”该农业机械企业的总部

位于江苏。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同年，首届中国—

南亚博览会（以下简称“南博会”）落

户“春城”昆明。在双方领导人的战

略引领下，11 年来，中国同南亚国

家一道，不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经贸往来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成果

惠及双方人民。

据了解，南博会已成为中国与

南亚国家开展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

的重要平台，在中国与南亚各国深

化互利合作过程中，南博会发挥了

重要作用，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大批惠民利民的基础设施项

目在南亚落地，为当地百姓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李飞向在场记者细说：“中巴经

济走廊建设稳步推进，喀喇昆仑公

路升级、拉合尔轨道交通橙线、卡拉

奇至白沙瓦高速公路（苏库尔—木

尔坦段）等一批基础设施项目顺利

完工，为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创造

了有利条件。顺利通车的孟加拉国

卡纳普里河底隧道、新建成的中马

友谊大桥，在便利当地居民出行的

同时，也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同南亚国

家经贸合作的一张张亮丽名片。”

记者了解到，云南连续两年在

斯里兰卡开展“光明行”活动，帮助

218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

近年来，中国和南亚地区积极

开展国际医疗合作，中国在南亚地

区持续推进民生援助和基础设施建

设，帮助各国培养相关领域人才，助

力南亚国家提高经济造血能力，增

加了人民获得感和幸福感。

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济互补性

强，在数字和绿色经济领域具有广

阔的合作空间。

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王立平介绍：

“一方面，双方合作意愿强烈。《数字

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

倡议》首批参加方包括阿富汗、巴基

斯坦、斯里兰卡，充分展示了南亚国

家高度重视数字和绿色经济发展，不

断拓展有关合作机遇的积极意愿。”

另一方面，双方合作基础好。王

立平说：“中国与巴基斯坦正在打造中

巴经济走廊‘升级版’，共建绿色经济走

廊；中马友谊大桥、帕德玛大桥等一系

列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项目，有力带

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中国

企业积极参与孟加拉国家数据中心、

中国—尼泊尔跨境陆地光缆等南亚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重视当地的数字化

人才培养，助力当地缩小数字鸿沟。”

一大批惠民利民的基础设施项目在南亚落地，为当地百姓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经贸关系迈上新台阶

近年来，中国与南亚国家一道，

秉持开放、合作、包容的精神，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同南亚国家发展战

略对接，深入开展经贸投资合作，共

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

李飞表示：“我们将继续以双方

领导人战略共识为引领，坚持以共商

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惠

民生可持续为指导原则，将重点从以

下几个方面入手，推动中国与南亚国

家经贸关系迈上新的台阶。”

在完善合作机制方面，李飞介

绍道：“以双边经贸联委会为主渠道，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和经贸政策的协

调，凝聚更多合作共识。此外，不断

完善贸易畅通、投资合作工作组等机

制，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

平，完善与南亚国家自贸协定安排，

进一步释放贸易和投资合作潜力。”

在深化产业合作方面，李飞说：

“加强产业政策交流和产业资源有

效整合，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

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区域产业

链供应链体系。加强数字经济、绿

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提升互联互通

水平，破除贸易投资壁垒和不合理

限制，打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

商环境。”

在支持地方合作方面，商务部

鼓励和支持云南等地更好发挥辐射

引领作用，继续通过展会、电商等平

台，畅通贸易投资渠道，深化同南亚

国家经贸合作和人文交往，促进贸

易投资融合发展。

第八届南博会即将召开，云南

省商务厅厅长杨沐介绍，目前，报名

进馆参展的企业近2000家，其中近

一半是境外企业，涵盖了南亚、东南

亚所有国家。已报名的参会采购商

超2300家。

同时，为了更加突出南博会面

向南亚国家的办展定位，本届南博

会将南亚馆由1个增至2个，并为主

题国巴基斯坦专门设置了主题国展

区；首次设置了咖啡产业馆，馆内设

置主题形象、云南咖啡、品牌咖啡、

咖啡设备器械、咖啡综合服务等11

个展区，参展企业超150家。

不断完善贸易畅通、投资合作工作组等机制，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完善与南亚国家自贸协定安排，进一步释放贸易和投资合作潜力。

电梯钢丝绳、钢筋生产
将强制执行国家标准

本报记者 索寒雪 北京报道

由于灾害而导致建筑垮塌

事件以及住房电梯安全事故不断

发生，同时钢筋作为混凝土结构

的骨架材料，广泛应用在房屋、桥

梁、铁路、公路、隧道等各领域，但

是这些钢材的生产并没有强制性

标准，长期以来，厂家只按照推荐

标准的下限进行生产。

“曾有调查，国内几个省农村

地区的建筑钢材标准接近40%不

合格。”中国钢筋标委会负责人向

《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之前的

标准没有强制性，现在国家强制

要求钢材达到较高的标准。”

记者了解到，与国计民生相

关的 6 种钢材生产将进入到强

制性标准时代。

7 月 5 日，工信部原材料工

业司副司长张海登在“钢筋及钢

丝绳 6 项重点产品强制性国家

标准宣贯会”上表示：“强制性国

家标准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是

市场准入的技术底线，具有强制

性、约束性作用，保护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

代价。”

记者了解到，会上同时要求

强制达标才能在市场进行销售

的品类还有电梯用钢丝绳。

2024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联合工信部等7个部门印发《以

标准提升牵引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实施新一轮

标准提升行动，将电梯用钢丝绳、

热轧带肋钢筋等6项国家标准列

入了重要标准研制任务清单。

张海登说：“现在由推荐性

国家标准转为强制性国家标准，

由工信部组织全国钢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开展修订工作。此 6

项国家标准涉及建筑、电梯、索

道、矿井等领域，转化为强制性

国家标准更有利于发挥强制性

标准‘兜底线’作用，充分体现了

‘以人为本’的安全观。”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GB

1499.1-2024《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1 部分：热轧光圆钢筋》、GB

1499.2-2024《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 部分：热轧带肋钢筋》、GB

13788-2024《冷轧带肋钢筋》、GB

8903-2024《电梯用钢丝绳》、GB

26722-2024《索道用钢丝绳》、GB

33955-2024《矿井提升用钢丝绳》。

一位参与标准制定的专家

向记者表示：“遇到山体滑坡和

地震，房屋大面积倒塌，甚至爆

炸，我们认为除了加强管理之

外，得有一些措施从标准层面提

高安全生产和老百姓住宅安全

水平。”

此前，一些建筑涉及的钢材

标准属于推荐性标准，不具备法

规强制性，因此企业可以弹性对

待生产标准。

记者了解到，之前采取的推

荐性标准，一项标准的执行偏差

为正负3%。“大家为了降成本永

远选负 3%，不会选正 3%，这一

正一反的差距空间就是 6%，所

以现在把幅度进一步加严进一

步收窄，为安全生产提供了保

障，我认为是有明显的安全保障

驱动作用。”前述专家补充道。

“因为产品每升高一个百分

点的标准，就可能是钢材成本的

生死线，因此一些中小企业都是

按照推荐性标准的最低限生

产。”前述专家表示，“现在，我们

提高并明确了标准，违规的企业

不会再有可乘之机。”

该专家还向记者透露：“在

标准制定过程中，工信部的领导

提出执行偏差加减 1%，这个问

题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因为房地产市场不好，所以

部分螺纹钢筋的生产企业已经

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界点。未来

提高产品利润“是通过提高产品

品质、客户黏度、产品档次来保障

企业的利润，而不能仅仅靠降成

本”。他解释道：“而且必须要使

用强制性标准，否则大家不愿执

行高标准。”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同南亚国家一道，不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其中一大批惠

民利民的基础设施项目在南亚落地。图为巴基斯坦拉合尔轨道交通橙线地铁列车正在运行，这

是中巴经济走廊早期项目之一，为中国造巴基斯坦首条地铁。 视觉中国/图

1%的利润生死线

增加电梯钢丝绳直径

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

党委书记、院长张龙强向记者

介绍道：“钢铁工业是我国的重

要基础原材料产业，在支撑国

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大

作用。此次发布的 6 项强制性

国家标准涉及钢筋和钢丝绳产

品，是重要的钢铁产品。”

他介绍，2023 年我国钢筋

产量达到2.26亿吨，占粗钢产量

的22.1%，钢筋产品不仅量大面

广，而且关系到国计民生。钢

丝绳是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基础

工业材料，广泛应用于煤炭、索

道、电梯、石油、化工、建筑、航

空 、船 舶 等 重 要 领 域 。 截 至

2023 年年底，钢丝绳生产企业

超200家、产量约300万吨。

近年来，电梯坠落事件时有

发生。他表示：“其中矿井提升用

钢丝绳、电梯用钢丝绳、索道用钢

丝绳是重要用途钢丝绳的代表产

品，由于应用场景的特殊性与广

泛性，在保障工程设备平稳运行

及人身安全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目前国内电梯保有量已超

过1000万台，电梯用钢丝绳年需

求量约30万吨（新增24万吨，维

护更换6万吨），拥有全球最大的

市场和最大的电梯钢丝绳制造

基地。据了解，2021年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曾经对钢丝绳进行抽

查，不合格率为10.2%，本次抽查

了13个省（区、市）135家企业生

产的187个批次钢丝绳产品，发

现19个批次产品不合格。

钢丝绳标委会副秘书长任

翠英向记者介绍，新发布的强

制标准，电梯用钢丝绳增加了

6×24MFC-FC、6×37M-FC等

3个类别钢丝绳新结构，悬挂钢

丝绳直径上限由 22mm 扩大至

25mm，增加了钢芯钢丝绳直径

偏差类别。

今年 3 月，国务院印发《推

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坚

持标准引领、有序提升，结合产

业发展实际，加快制定修订环

保、安全等领域标准。工信部

也希望新标准的执行能积极推

进企业生产设备、用能设备、发

输配电设备等老旧设备更新和

技术改造，不断提升企业技术

装备、数字化、绿色化水平。

张海登表示：“前期，工信

部印发《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

新实施方案》，组织地方上报项

目，并向金融机构推荐了第一

批项目，后续还会继续推荐，鼓

励钢铁企业积极申报项目，争

取资金支持。”

他介绍，当前，国家正大力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行动，并出台了一系

列财政和税收支持政策。钢铁

企 业 要 充 分 抓 住 政 策“ 机 遇

期”，在“提品质、增品种、创品

牌”上持续发力，提供更符合消

费需求、有竞争力的优质产品。

据了解，工信部会同有关

部门，先后印发了《关于加快

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指导

意见》《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

新实施方案》。在设备更新方

面，工信部表示：“聚焦重点行

业坚持市场化推进、标准化引

领，实施先进设备和软件一体

化更新提升行动，淘汰一批低

效老旧设备。”

带动以旧换新

农业农村部探索受灾农业设施纳入保险保障
本报记者 索寒雪 北京报道

近年来，洪涝灾害对农民、农业

的影响备受关注。虽然农业保险可

弥补农民收入部分损失，但是破损

的农业设施却不在保障范围内。

未来这一情况将会发生改变，

受灾害破坏的农业设施也有可能纳

入保障范围内。

7月9日，针对全国人大代表宁

芬芳关于将农业附属设施建设纳入

国家政策性补贴及农业保险的建

议，农业农村部经商财政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后给出答复。

农业农村部在答复中表示，

将继续配合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

等有关部门，加强对地方农业保险

工作指导，鼓励农业保险承办机构

创新产品服务，扩大南方丘陵山区

有关试点区域，探索将更多农业

附属设施纳入保险范围，更好满

足“三农”领域日益增长的风险保

障需求。

一家中小型专业农业保险公

司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根

据地区现场状况不同，温室大棚之

类的农业设施在个别地区可以纳

入保险。”

农业保险可保收入

据了解，2024 年以来，中央财

政已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

灾资金22.46亿元（其中湖南2.76亿

元），支持受灾地区积极应对低温

雨雪冰冻灾害、农作物重大病虫害

等灾害影响，开展农作物改种补

种、农业畜牧渔业设施灾损修复相

关工作，并明确各地可结合灾情实

际，加强对受灾严重偏远山区支持

力度，支持相关受灾地区加快恢复

农业生产。

除了救灾政策之外，农业保险

也可以减少农民的损失。近年

来，农业农村部协调配合财政部、

金融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推动

农业保险快速发展，并将三大粮

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

保险实施范围扩大到全国所有产

粮大县，推动了中央财政在全国

实施对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

以奖代补政策。

近日，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在国

新办向在场记者介绍，目前农业

保险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物

化成本”，也就是“物的成本”,在

农业里指的是化肥、种子、地膜这

些生产过程中的直接投入，对这

些直接投入进行保障的农业保险

就是“物化成本保险”，也就是“基

本险”。第二个是“完全成本”，也

就是“全成本”。 廖岷说：“在物化

成本的基础上再加上地租和人工

的投入，这就得到了总的生产成

本。这是对总成本进行保障的农

业保险。”第三个是“种植收入”，

也就是农民种粮食的收入，根据

能打多少粮食、能卖什么样的价

格，测算出一个目标收入，如果最

后的实际收入没达到，保险就能

够给它提供一定的补偿，这就是

种植收入保险。

农业农村部计划财务司负责

人王衍介绍，农业保险为受灾农

民提供了实打实的经济补偿。去

年农业保险整体赔付了 1100 多亿

元，其中粮食特别是三大粮食作

物所获得的赔偿占了重要部分。

他举例道：“去年东北发生暴

雨灾害以后，中华联合财险向吉林

省榆树市受灾的种粮农户累计赔

偿1.15亿元，其中一个农户种植的

722 亩水稻全部投了完全成本保

险，遭灾以后获得赔偿27.95万元。

对这样的种粮农民来说，这笔钱就

是对灾害损失的最有效补偿，实打

实地算入了种粮收入。”

农业保险让农民收益更有保

障，实现“旱涝保收”。

廖岷向媒体算了一笔账。一位

农户朋友种了100亩水稻，化肥、农

药、种子等直接投入再加上地租、人

工等，每亩成本假设是 1500 元，总

成本就是 15 万元，如果没有保险，

遭遇到了大灾绝收了，那么这15万

元就全部损失了，这对农户家庭来

说，损失就很大了。如果投了完全

成本保险，每亩可以赔 1200 元，加

上其他农业直接补贴，基本上可以

把这15万元的投入补回来，解决了

种粮的后顾之忧。同时，在财政补

贴下，农民每亩自己才交10元左右

保费，100亩地大概交1000多元，最

多可以得到赔偿12万元。

据了解，去年8月，哈尔滨双城

区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洪涝灾害，有

个合作社大概种了900多亩的玉米，

因为投保了玉米完全成本保险，自己

交了几千元保费，最后获得了数十万

元赔款。“合作社的负责人说没有想

到能赔这么多，成本都给补上了，以

后还要继续投保。”廖岷补充道。

为了进一步加强农业风险管

理，中央财政在2023年安排了高达

477.66 亿元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支持保费规模超过 1400 亿元，为

1.65亿户次农户提供了约5万亿元

的风险保障。这一举措显著提升了

农业生产的抗风险能力。

农业投入除了种子、化肥和农

药等，农业设施也是一笔不小的投

入，例如温室大棚、仓储、冷链等，这

些还未能实现保险保障。

记者采访一家中小型专业农业

保险公司，其只在安徽、河南等中部省

份开展业务。该公司人士表示：“对于

温室大棚，我们在一些省份是可以并

入到农业保险进行投保的。但是也有

一些省份是不能进行投保的，需要工

作人员具体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他强调，每个省的保障范围都

不一样。

农业农村部还在对十四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第4355号建议的答复

中表示，积极响应农业建设的需要，

通过规划指引、贷款贴息试点、提高

丘陵地区农机补贴标准等多项措施，

全面推进现代设施农业建设，以提升

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

答复称：“探索将更多农业附属

设施纳入保险范围，更好满足‘三农’

领域日益增长的风险保障需求。”

农业农村部认为，这一系列政

策的实施，不仅为农业生产者提供

了更为全面的风险保障，也为推动

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受灾农户曾获赔数十万元

贸易投资自由化将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