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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发展动态

□ 实习记者 陈荟词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

志性品牌，中欧班列自开行以来，成为广受

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目前，中欧班列累计

开行超过5.7万列，通达欧洲24个国家196

个城市。8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专

题新闻发布会，聚焦中欧班列发展成效和未

来前景。

此次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

由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会同有关部门单位编写，系统总结梳理中欧

班列的发展成效、发展启示和发展愿景的

《中欧班列发展报告（2021）》（以下简称《报

告》），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徐建平、

国铁集团货运部主任庄河、海关总署监管司

副司长夏俊介绍《报告》有关情况。

成效：探索出一条凝聚共识的
发展之路

徐建平指出，《报告》从5个方面总结了

中欧班列的发展成效：

——开辟了亚欧陆路运输新通道。中

欧班列的开行，完善了亚欧陆路运输网络，

拓展了国际联运通道，大幅提升了沿线口

岸、枢纽节点能力，形成了“多向延伸、海陆

互联”的空间布局，开创了国际物流运输合

作新局面。截至今年7月底，中欧班列共铺

画了82条运输线路，通达欧洲24个国家

196个城市，逐步“连点成线”“织线成网”，

运输服务网络覆盖了欧洲全境，形成了贯通

欧亚大陆的国际运输大动脉。

——助力了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中欧

班列的开行，优化了区域开放格局，扩大了

沿线国家经贸往来，深化了国际产能合作，

加速了要素资源跨国流通，促进了沿线国家

民生改善，为沿线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截至今年7月底，中欧班列

累计开行超过5.7万列，运送货物530万标

箱，重箱率达98.3%，货值累计近3000亿美

元；运输货物品类已逐渐扩大到服装鞋帽、

汽车及配件等53大门类、5万多个品种。

——维护了国际供应链安全稳定。中

欧班列的开行，打造了国际抗疫“生命通

道”，助力了沿线国家企业复工复产，增强了

国际物流应急保障能力，凸显了安全、稳定、

富有韧性的优势，已成为国际供应链体系的

重要支撑。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欧班列

充分发挥国际铁路联运“分段运输”、人员接

触少的优势，全力承接海运、空运转移货源，

有效保障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促进了沿线国家交流合作。中欧

班列的开行，深化了沿线国家及其节点城市

之间的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越来越多的中

欧班列境外节点城市与中国主要开行城市

之间建立了国际友城关系，为中欧之间文化

传播和交融创造了更多机遇。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公共产品。

中欧班列的开行，不仅给沿线国家送去了“中

国制造”“中国机会”，也捎回了“欧洲产品”

“欧洲希望”，“中欧班列+贸易”“中欧班列+

口岸”“中欧班列+园区”等新业态快速发展，

中外各方对开行中欧班列的需求不断增长。

2016年6月8日，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正

式启用。“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中欧班列进入

规范化、规模化发展阶段，开行质量不断提

升，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效果日益

凸显。2016年~2019年，中欧班列开行数

量从1702列增长到8225列，3年增长了近

5倍。2020年开行突破万列，达12,406列，

2021年达15,183列。”庄河说。

启示：适应需求是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源泉

徐建平指出，《报告》从4个方面梳理了

中欧班列的发展启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视与支持是中

欧班列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高层领导亲自推动，外交、商务、执

法、海关、铁路等相关部门协调配合，企业间

互动交流合作，为中欧班列畅通安全稳定运

行提供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撑和保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共享是

中欧班列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通过共商

合作机制、共商运输组织、共商信息联通、共

商便利通关，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利

共赢；通过共建联运通道、共建服务网络、共

建班列经济带，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比较优势；通过共享铁路建设成果、共享

班列效益成果、共享贸易合作成果，助力“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协同创新是中欧

班列提质增效的重要途径。“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铁路探索开展集并运输、空箱跨国调运

等，创新运输方式，大幅提高了中欧班列运

行效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关不断强化

电子信息互换、铁路快速通关等，创新通关

模式，显著提高了通关便利化水平。国内外

中欧班列运营企业组织开行了运邮专列、冷

链专列、汽车专列等，形成了多元化、个性

化、精细化的服务体系。

适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需求是

中欧班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中欧班

列践行了开放包容合作的发展理念，顺应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人民开放合作、共谋

发展、互利共赢的发展愿望，促进了商品和资

本流通，助力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适应

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可持续发展需

要，展现出了强劲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夏俊介绍说，海关高度重视并积极支持

和促进中欧班列发展，推动通关便利化，近

年来，出台支持中欧班列发展的十条措施；

同时，加强信息化系统建设提高作业效率，

积极支持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

愿景：固基础稳态势提质量
做好“五个着力”

徐建平表示，《报告》从3个方面描绘了

中欧班列的发展愿景：

巩固中欧班列发展基础。中国愿与沿

线国家深化贸易畅通，共同做大经贸合作基

本盘；推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打通“堵

点、卡点”，全面提升中欧班列基础设施保障

能力；共同完善中欧班列服务体系，进一步

提升在国际运输市场上的竞争力。

稳定中欧班列发展态势。中国愿与沿

线国家深化政治互信，密切政府间合作，坚

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构建市场化经营秩序，共同

为中欧班列营造稳定、安全、可持续的发展

环境。

提升中欧班列发展质量。中国愿与沿

线国家加强市场对接、规划对接、平台对接、

项目对接，充分发挥中欧班列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带动作用，共建繁荣班列、数字班列、绿

色班列、共享班列、人文班列，与沿线国家一

道共享中欧班列发展机遇。

关于如何推进中欧班列未来发展，徐建平

表示，将聚焦高质量发展主题，围绕“巩固稳

定提升”统筹做好五方面工作，包括强化中

欧班列设施保障能力、提升中欧班列开行质

量效益、创新中欧班列运行管理和发展模

式、构建中欧班列国际合作网络、加强中欧

班列运行风险防控。

徐建平强调，面向未来，中国愿与沿线

各国一道，继续弘扬丝路精神，顺应时代发

展潮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同推动

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助力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中欧班列开行逾5.7万列 通达欧洲196个城市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发布《中欧班列发展报告（2021）》

□ 本报记者 程 晖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1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

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推出20项

具体措施落实生育支持政策，切实解决群众

的急难愁盼问题。

生育是家庭大事，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

利益；生育政策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

分，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2021年6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实施一对

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政策，配套实施积极

生育支持措施。2021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

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国家采取财

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

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2022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

套措施”。

“这次《指导意见》坚持了集成性思路，

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基于家

庭全周期和生育活动全流程视角，综合运用

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多方面

政策工具，破解影响生育意愿有效释放的现

实障碍，促进形成生育友好的政策支持环境

和社会氛围。”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所

战略规划研究室副主任关博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

扩大普惠托育服务有效供给

国内的调查显示，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

碍生育的首要因素，城市中大概有1/3的家

庭有托育的需求。

去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

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

定》，将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作为积极生

育支持措施的重要内容，这次的《指导意

见》又把这条单列出来，进行了相关工作

部署。

“从国际经验看，托育服务可及性、服务

质量是影响生育意愿释放的关键性服务保

障，‘生了孩子没人看’也成为当前中国很多

家庭不愿继续生的原因。此次文件把发展

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作为积极生育支持的‘重

头戏’。”关博说。

他分析说，《指导意见》通过发展公办、

带动社会办、支持单位办、探索家庭办等多

种方式拓展普惠托位的供给渠道，增加普

惠服务的供给数量。同时，发挥多种政策

杠杆，为托育服务行业增能减负。一方面，

运用中央预算内投资补贴、带动地方和社会

力量加大投资，形成行业发展的“杠杆效

应”，降低托育机构的开办成本。另一方面，

围绕水电气等关键要素保障，减轻运行负

担。托育行业由于服务“面对面”，对疫情波

动较为敏感，此次文件也专门提出了“建立

托育机构关停特殊情况应急处置机制，落实

疫情期间纾困政策”等，为行业平稳发展服

下了“定心丸”。

“为了支持托育服务的发展，《指导意

见》重点围绕五个关键词下功夫，这五个关

键词即‘基本、普惠、投资、收费、减负’。”国

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郝福庆

表示。

具体来看，“基本”就是强化基本公共服

务。《指导意见》提出拓展社区托育服务功

能，完善婴幼儿照护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实施公办托育服务能力建设项目，突出对幼

有所育的基本民生保障。

政策护航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权威人士解读《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

本报讯 记者安然 殷晓旭报道 日前，青岛

市发布《青岛市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三年行动规划

（2022-2024年）》（以下简称《行动规划》）。《行动规

划》提出，实施“政务服务环境、法治环境、市场环境、

创新创业环境”四大提升攻坚行动，共推出100条改

革举措，其中，17条国内领先。

《行动规划》明确，力争经过3年时间，政府治理

效能全面提升，在全球范围内集聚和配置各类资源

要素能力明显增强，市场主体活跃度和发展质量显

著提高，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青岛经验，营商环

境竞争力在全国第一方阵持续进位争先，成为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的城市典范。

《行动规划》聚焦办事方便，实施政务服务环境

提升行动。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政务服务流程，

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

化水平，更高水平推动营商环境数字化转型，提高各

类市场主体对政务服务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聚焦法治公平，实施法治营商环境提升行动。

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切

实防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强化公平

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健全行政决策制度体系，为

各类市场主体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

营商环境。

聚焦成本竞争力强，实施市场环境提升行动。

严格落实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为企业降低制度性

交易成本，精准纾困帮扶，服务实体经济，持续提升

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快重点功能区建设，有效激

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聚焦宜居宜业，实施创新创业环境提升行动。

围绕“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的城市愿景，

提高公共服务便利化水平和城乡环境品质提升，强

化创新创业载体建设，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的政策供

给，集聚优质要素资源，为各类市场主体打造更具活

力的创新创业环境，打造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

城市。

8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聚焦中欧班列发展成效和未来前景，并发布《中欧班列发展报告（2021）》。

本报记者 高弘杰 摄

青岛：100条改革举措
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实施四大提升攻坚行动

本报讯 记者付朝欢报道 记者从8月18日

商务部网上例行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海南、西藏、新

疆等地本轮疫情发生后，商务部根据地方需求，积极

组织跨地区调运货源，协调解决有关问题，保障疫情

重点地区生活必需品供应稳定。据商务部监测，目

前海南、西藏、新疆等地的米面油、肉蛋奶、方便食品

等生活必需品储备较为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称，目前海南蔬菜动

态商业库存约6750吨，自产约每天1200吨~1300

吨，每天外省调入蔬菜近3500吨；西藏蔬菜动态商

业库存2120吨，果蔬3天内在途量1000吨以上；新

疆蔬菜动态商业库存2万吨，自产约每天1万吨，每

天外省调入蔬菜1500吨。从总量看，均可以正常保

障市场供应。

据介绍，西藏、新疆与河南、山东、四川、云南、甘

肃、青海建立联保联供机制；围绕海南建立的联保

联供机制中，四川省组织绵阳、宜宾、泸州3个城市的

6家骨干保供企业，形成每天分拣1.5万份~2万份、

2种~3种规格蔬菜包的随时支援能力；广东省在茂

名、湛江两个港口城市组织方便食品货源供应海南。

束珏婷说，下一步，将继续密切跟踪疫情重点地

区市场供应变化，对保供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

题，及时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采取针对性举措，全力

保障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

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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