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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记者刘开雄)25 日，国家外
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但
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总体可控，我国经济基本面的固有优势仍
较明显，在对外开放、市场机制等方面也进一步形成了新的有
利因素。

“我可以用‘六个依然稳定’来解释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总体可
控。”王春英列举相关数字表示，我国外贸增长依然稳定、我国利
用外资依然稳定、企业跨境融资依然稳定、企业对外投资依然稳
定、个人购汇持汇依然稳定、人民币汇率在新兴市场货币中的表
现依然稳定等“六个依然稳定”是支持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总体可
控的重要因素。

王春英说，今年以来外部环境的复杂性明显上升，包括美元
汇率走势、新兴市场风险状况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等，但我国国际
收支仍保持自主平衡，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未来有利于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平稳运行的条件依然充
分。”王春英说，虽然外部环境比较复杂，不确定性因素继续存
在，但我国经济基本面的固有优势仍较明显，在对外开放、市场
机制等方面也进一步形成了新的有利因素。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记者刘开雄)国家外汇管理局
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呈现经常账
户基本平衡、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顺差、储备资产小幅增长的自
主平衡格局。

“当前我国经常账户差额继续处于合理均衡的区间。”王春
英说，近年来，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更趋平衡，受大宗商品价格
等周期性因素以及季节性因素影响，经常账户差额容易在短
期内出现小幅顺逆差交替，这是正常现象，都属于基本平衡的
范畴。

“经常账户演变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客观反映。”王春英指出，
经常账户趋向平衡说明我国经济的内外部平衡取得实质进展，
内需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增加。这也体现了我国制造业
发展模式的转变，制造业转型升级将使其朝着中高端、集约化、
环境友好型的方向发展。“经常账户基本平衡有利于提高我国宏
观调控主动性，对全球经济再平衡也具有重要贡献。”

此外，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顺差体现了我国跨境资本流动
的稳定性。今年以来，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升，一些新兴经济
体出现货币大幅贬值和资本外流问题，但上半年我国非储备性
质金融账户顺差 1288 亿美元，同比扩大 90%，体现了国内经济
稳中向好以及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的效果。

针对当前较为复杂的跨境资金流动形势，王春英表示，未来
将在加快外汇管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同时，采取综合
措施维护外汇市场稳定。

在上海地名中，“泾”是一个常见的字，通
常被用来指一条小河道。无数条泾和浜，织起
了江南大地的水网。

有这样一条泾，在全国的开发区中鼎鼎
有名。成立 34 年来，坚持“用明天的眼光办今
天的事”，汇聚中外高科技企业约 3600 家，它
就是上海漕河泾开发区。从一条普通河道旁
的自然田园，发展成科技创新地标，漕河泾的
成长印证开放创新的磁力。

变化的产业与不变的追求

上海市桂平路一幢不起眼的小楼 4 层，
数十个年轻人的忙碌身影让这里充满生机。
今年 8 月，团队自主研发的一种冠心病诊断
新技术，比常规冠脉造影检查准确率提高
33%，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

这个年轻团队的领头人，是上海交通大
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涂圣贤教授。在学校支
持下，涂圣贤把十余年的研究成果拿出来进
行转化，于是有了今天的创业新秀博动医学
影像科技有限公司。

“这项新技术可以帮助医生准确判断冠
心病患者要不要放支架、放几个支架等问
题。”谈到研究成果，涂圣贤娓娓道来。虽然慕
名找来的地方很多，但涂圣贤还是把成果转
化放在了漕河泾。“虽然漕河泾商务成本不
低，但这里创新氛围好，与研究机构沟通方
便，人才招聘也相对容易。”

博动医学影像是漕河泾众多创新企业的
一员。从 1984 年的上海微电子工业区起步，
几经迭代升级，漕河泾目前已形成以电子信
息为支柱，涵盖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装备、
环保新能源、汽车研发配套和现代服务业的
产业集群。

产业不断在变，不变的是漕河泾对于“硬
科技”的追求。无论早期的微电子，还是如今
的集成电路、新材料，对科技研发的要求都非
常高。虽然前期看起来没那么热闹，但“硬科
技”的长跑耐力无疑更好。

今年年中发布的国家级经开区综合发展
水平考核评价中，漕河泾的科技创新指标位
居全国前五。在众所关注的人工智能领域，行
业领头羊商汤科技把全球研发总部设在了漕
河泾。“我们坚信，只要技术迭代的速度超过
对手，一定有回报。”商汤科技总裁张文说。

开放的力量与海纳百川的气质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作为最早进入
中国的外资企业之一，3M 中国对改革开放
的记忆非常深刻。

“上世纪 90 年代初，3M 在漕河泾成立
中国第一个生产基地。2006 年，3M 继续加
大对本土市场的投资，成立中国研发中心。如
今，3M中国已拥有超过 40 个实验室，是 3M
全球的第二大研发中心。”在近日举行的
2018 漕河泾科创嘉年华上，3M中国研发中

心运营总经理饶文琦说。
除了 3M，落户漕河泾的世界 500 强企

业还包括强生、默沙东和法国液化空气集团
等。作为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六大承载
区之一，开放的力量在漕河泾展露无遗。

坚持对外开放，一开始就融入了漕河泾
的发展基因里。上世纪 80 年代，漕河泾成为
首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1991 年，
获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03 年，
上海漕河泾出口加工区成立，成了全国少有
的具有三重功能的国家级开发区。

漕河泾的开放效应，辐射到整个长江流
域。漕河泾开发区发展总公司董事长桂恩亮
表示，2008 年以来，通过开发区向中西部产业
转移的项目总数达到 156 个，投资总额逾
1200 亿元。

在开放中创新，不仅要引进来，还要走出
去。今年 9 月，在漕河泾成长起来的移动互联
网企业触宝科技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与一
般的互联网公司不同，触宝从诞生之日起就
放眼海外市场。目前，触宝的输入法产品支持
超过 110种语言的输入，用户遍布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不找市长找市场”又有新突破

除了具备多重功能，漕河泾开发区的另
一大特色是，没有管委会，园区开发建设主要
依托漕河泾开发区发展总公司。这种独特的

体制，让漕河泾一开始就非常注重运用市
场化的力量。

漕河泾开发区总顾问陈青洲回忆说，
漕河泾开发之初非常艰难，“上无片瓦、下
无寸土”。当时的上海市领导嘱咐开发者：
你们不要“等、靠、要”，不要“找市长”，要靠
自己的努力“找市场”。

上海首批工业用地有偿使用先行区、
国际科学园区协会最早的中国会员、拥有
北京之外全国唯一的马德里商标申请受理
单位……在市场化的导向下，漕河泾构建
了一整套针对创新企业的服务体系。

如今，这种“不找市长找市场”的理念
还在进一步突破。今年 10 月初，A 股上市
公司“上海临港”发布公告，临港集团将把
漕河泾开发区的核心资产置入上市公司。
通过这次重组，不仅上市公司将发生改头
换面的变化，漕河泾的开发体制也会变得
更加市场化。

其实，对于漕河泾来说，34 年发展积
累下来的不仅是实物资产。近年来，漕河泾
在上海市内先后启动徐汇北杨、青浦赵巷
等新一批开发项目。在上海市外，通过输出
品牌和管理，先后成立浙江海宁、江苏盐
城、贵州遵义等异地分区。“漕河泾不仅是
一个科创地标，也是一个科创品牌，这是我
们未来发展最大的底气之一。” 漕河泾开
发区总公司总经理詹锋说。

(本报记者何欣荣)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设外资企业同比
增长接近翻番；实际使用外资 979 . 6 亿美
元，同比增长近 6 . 4% ；在全球外国直接投
资金额大幅下滑的当下，我国吸引外资实
现逆势上扬……

在贸易摩擦升级，保护主义涌动的背
景下，我国能交出这样一份靓丽的引资成
绩单，实属不易。但与此同时，也有人担忧，
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当前这种吸引外资
的良好态势能否持续下去？

不可否认，今年以来由美国挑起的贸
易摩擦加剧，引发了一些对中国经济前景
和投资环境的担忧。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在
美方公布的所谓 340 亿美元的征税产品清
单中，有约 200 亿美元，大概占比约 59%
是在华的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其中，美国
企业占有相当的比例。中国美国商会主席
蔡瑞德此前也表示，有 74 . 3% 的在华美企
表示已经受到美国对华加征 2000 亿美元
关税带来的影响。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也不乐观。联合国贸发会议日前发布的报
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较
去年同期骤降 41% ，整体水平处在十年来
的历史低位。

面对这些不利因素，我国引资前景究
竟如何？

记者调查发现，今年以来，确实有部分
跨国公司调整在华业务布局。比如，某日资
企业 7 月宣布苏州工厂永久停工停产，但
是该公司一边关闭苏州工厂，一边投资 10
亿日元扩大上海工厂规模。很显然，这种业
务的调整并非真正的撤离。当然，也有一部
分企业的外迁是因为经营状况不佳、竞争
力不强或处于价值链低端，导致产业转移
造成的。

判断未来，看个别现象的同时，更要看
全貌和大局。

今年下半年以来，外资巨头陆续表现
出对中国市场投资的兴趣和信心：特斯拉
在上海建立超级工厂，德国化工巨头巴斯
夫将在广东建设化学品生产基地，福特将
中国全面升级成为独立业务单元，宝马宣
布将对华投资增加 30 亿欧元……“有出有
进”的外资恰恰反映了我国引资结构的不
断优化。

商务部前三季度数据印证了我国利用
外资产业结构、区域布局进一步优化：前三
季度，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1992 . 6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9 . 6% 。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6 . 8% 。

中国引资增速不仅超越自身，即使放在全球背景下也表现
亮眼。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报告显示，2018 年上半年，全球外国直
接投资同比骤降 41% 的背景下，中国引资实现逆势增长，超越
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

吸引外资势头良好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
努力，以及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从出台新版外商投资负面清
单，到降低汽车、药品、日用品等进口关税，从设立海南自贸试验
区到即将召开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一系列扩大开放的
重大举措正在加速落地。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目前，商务部正在对美方加
征关税措施给全球产业链带来的影响进行详细评估，中央和
各级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进一步稳定外资企业在华
投资的信心，包括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加快服务领域开放，
对于外资企业在用地、用气、用工等方面提出的问题积极协调
解决，使一批外资的重大项目，包括一些研发中心的项目，能
够投资落地。

家有梧桐树，自有凤来栖。“中国不断开放的大市场，不断增强
的产业配套能力和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外
商来华投资。”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主任郝红梅说。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记者于佳欣)

新华社深圳 10 月 24 日电(记者赵瑞希)
2300 多公里的珠江在这里奔流入海，经历 30
多年改革开放的深圳在这里开辟新局。

6 年来，前海披坚执锐、攻坚克难，在深
港合作、制度创新、产业集聚、新城建设和“一
带一路”建设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前海蛇口自
贸片区企业实现年增加值超过 2000 亿元，年
均增速 41%；实现税收超过 300 亿元，年均
增速 49%。

港珠澳大桥开通，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
速。前海，承载着重大国家战略的热土，在新
一轮风口上振翅高翔、梦想飞扬。

世界级的城市新中心雏形渐显

从 2012 起，前海以“依托香港、服务内
地、面向世界”的目标定位，实行了一系列先
行先试政策。

深圳市委常委、前海合作区党工委书记
田夫说，前海的开发建设是向世界郑重宣示
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时代强音，是深圳特区
在新的历史起点担负起的新使命。

6 年弹指一挥间。
当年是一片滩涂，如今，沿江高速长虹卧

波，地铁网线蜿蜒会聚，建筑工地热火朝天，
一座现代化新城拔地而起。目前，前海蛇口自
贸片区累计实现 182 栋建筑主体结构封顶，
其中建成并交付使用 99 栋。

摩天大楼改写着前海的天际线，规模庞
大的地下城延展出壮丽的“城市倒影”，一个
世界级的新城市中心雏形渐显。

为实现新城建设“一年一个样”的目标，前

海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一座由 333 个退役“集
装箱”改装的简易办公楼里奋斗至今。局长杜
鹏说，前海的开发建设世界瞩目，要有只争朝
夕的精神。“在保证科学和安全的前提下，我们
要有 20世纪 80 年代开发深圳的那股劲头，
前海就是要打破常规，要 24 小时干。”

前海展厅有数面电子显示屏。上面一个
个数字，彰显着这里的生机和活力：注册企业
17 . 3 万家，金融企业 5 . 87 万家，引进世界
500 强投资企业 355 家，内地上市公司 628
家……每隔几秒，有的数字就跳动翻新一次，
代表着又有新的企业落户前海，又有新的目
光开始注视前海。

深港携手打造合作开花结果

作为 90 后香港人，前海随身宝(深圳)科
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郭玮强 2016 年来到
梦工场。由当初的 3 名港籍创业者，发展为
10 多人的深港融合团队，前海随身宝今年已
达成 A 轮千万元级意向融资。

郭玮强说，前海的很多细致服务都是针
对香港人安排的，比如香港手机用户直接进
入前海公共 WIFI，创业社区房源优先配租给
港澳创业者，“在这里我们感受到温暖，前海已
经成为众多香港青年北上创业的第一站。”

在成立不到 4 年的时间里，梦工场累计
孵化创业团队 340 个，其中港澳团队 169 个，
超半数项目成功拿到了融资，累计融资总额
超过 15 亿元。

梦工场的发展是前海推动深港合作的缩
影。前海因深港合作而生，更因深港携手而

兴，它的设立初衷就是要推动香港、深圳的现
代服务业合作在此开花结果。

2012 年 6 月，《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前
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开发开放有关政策
的批复》给予前海 22 条先行先试政策。批复
中明确要求支持前海“实行比经济特区更加
特殊的先行先试政策”。前海作为“特区中的
特区”，开始了一系列金融创新的破冰之旅。

随后的几年里，前海在金融改革创新方
面实现了多个第一：

2013 年 1 月，前海启动了国内首笔跨境
人民币贷款，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标志性事
件；2015 年 1 月，我国首家民营互联网银
行——— 前海微众银行正式营业；2015 年 4
月，首只“前海概念”境外人民币债券在香港
成功发行；2016 年 6 月，首家港资控股合资
基金公司获批设立；2017 年 6 月，首家港资
控股合资证券公司获批设立……

截至 8 月份，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累计注
册港企 9580 家，注册资本 9230 . 05 亿元。今
年上半年，注册港资企业实现增加值占自贸
片区的 24 . 9%，纳税占 25 . 0%，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占 34 . 3%，实际利用外资占 94 . 6%，
已成为前海发展的有力支柱，助推香港服务
业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疾驰

6 年来，前海坚持“敢为天下先”，勇做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制度创新方面大胆
试、大胆闯。据统计，前海累计推出 364 项制
度创新成果，全国首创或领先达 133 项，在全

国复制推广 28 项，全省复制推广 62 项。
在投资便利化方面，前海率先实施商

事制度改革，形成“一门式”行政审批服务
机制，企业注册最快 1 小时拿证，外资企业
注册仅需 2 天。

在贸易便利化方面，前海推进智能化
通关，“一次申报率”和“一次放行率”达
100%；全国首创跨境电商“全球中心仓”
“保税+实体新零售”模式；国际航行船舶
“网上查验”节约时间超 90%。

在事中事后监管方面，前海依托大数
据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和协同监管平台，对
10 多万家企业实施“企业信用画像”，获评
全国信用应用十大实践成果。

前海管理局副局长王锦侠说，前海正
在通过改革创新力争成为深化改革的战略
前沿、开放的热土和创新的高地。

广深港高铁开通，港珠澳大桥通车，粤
港澳大湾区势能集聚。

2017 年，前海蛇口自贸片区注册企业
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 43 .4%，税收收入同比
增长 28.2%。站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一新
的历史起点上，前海正在研究制订全面深化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方案。

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
说，深圳将坚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毫不动摇、坚定不移地开发建设好前海，汇
集各方力量，以特别之为，打造“特区中的
特区”。

珠江浩浩荡荡，南海波翻浪涌，新一轮
改革开放的号角已经吹响。梦想，在这里再
度飞扬。

奏响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强音
“特区中的特区”前海开发建设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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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局：跨境资金

流 动 总 体 可 控
经常账户差额继续保持合理均衡

“泾”非昔比，漕河泾印证开放创新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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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
(记者胡璐、郁琼源)记者 25 日
从财政部了解到，为了支持引
导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小微企
业，进一步拓展小微企业融资
担保业务规模，降低小微企业
融资担保费率水平，我国将对
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实施降
费奖补。

根据财政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日前联合发布的《关于对
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实施降
费奖补政策的通知》，中央财政
在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安排
资金 30 亿元，采用奖补结合的
方式，对扩大小微企业融资担
保业务规模、降低小微企业融
资担保费率等政策性引导较强
的地方进行奖补。2018 年，对
全国 37 个地方(包括省、自治
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均安排奖补资
金。2019 年和 2020 年，对符合
一定条件的省份予以奖补。

通知明确，中央财政通过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对地方
进行奖补。奖补资金切块下达
到省级财政部门，省级财政部
门会同同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
重点支持政策引导性较强、效
果较好的担保机构，特别是对
直接服务小微企业且取费较低
的担保机构加大奖补力度。

通知要求，要通过直接补助、绩效奖励、
代偿补偿等方式，促进政策引导性担保机构
扩大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特别是单户贷款
1000 万元及以下的担保业务、首贷担保和中
长期贷款担保业务规模，降低小微企业融资
担保费率。

（小图）工作人员在大秦铁路塔山专运线装车点的集控室内操作煤炭装载设备（10 月 23 日摄）。

（大图）10 月 24 日，一辆重载列车行驶在大秦铁路上。

随着气温下降，各地冬季用煤高峰期即将来临，大秦铁路工作人员加紧集中检修，全力确保冬季煤炭供应。大秦铁路，西起大
同韩家岭，东至秦皇岛柳村南，全长 653 公里，煤炭运量占全国铁路煤运总量的近 1/5 ，目前已发展成为年运输量突破 4 . 5 亿吨的
世界级重载铁路，是中国铁路重载领域的标志性工程。 新华社记者曹阳摄

大秦铁路运煤忙 确保冬季“暖”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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