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放慢，国务院《意见》明确政策预期

加工贸易：延长链条继续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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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促进加工贸易创
新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当前，全球产业竞争格局深
度调整，加工贸易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放慢，
产业和订单转出加快，企业生产成本上升，
传统竞争优势逐渐削弱。必须主动适应经济
发展新常态，以创新驱动和扩大开放为动
力，以国际产业分工深度调整和实施“中国
制造2025”为契机，立足我国国情，创新发
展加工贸易。

为了让公众更好地了解《意见》，日
前，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就相关内容进行
了解读。

产业和订单向外转移加快

当前，加工贸易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国内
条件都发生重大变化，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受
到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向挤
压”，传统的粗放式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制
约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问题依然突出。

当前，我国加工贸易发展出现了“一
慢、一快、一升、一降”的态势。“一
慢”，是跨国公司主导的大规模国际产业转
移明显放缓；发达国家转向大力推动“产业
回归”和“再工业化”；尚未出现类似IT
技术革命的产业，产业转移缺乏亮点、热点
和支撑点。“一快”，是我国加工贸易产业
和订单向外转移加快，据商务部不完全统
计，2013年以来我国产能和订单向外转移影
响外贸出口金额达950亿美元。同时越南等
发展中国家承接产业及资本转移加快。“一
升”，是我生产要素成本快速上升，2009年
以来劳动力成本年均增幅超过10%，沿海地
区雇佣工人成本已达5500元/月左右，是缅
甸、孟加拉等周边国家的3－5倍，接近匈牙
利、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一降”，是随
着经济持续增长，我国劳动力、土地、资源
等生产要素成本持续上升，环境承载能力已
达到或接近上限，低成本制造的传统优势明
显弱化。

拓展加工贸易外延

《意见》针对“留、来、转”三类情况
明确了加工贸易创新发展的路径。

“留下来”的，要拓展内涵和外延。
在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加快生产制造环节转

型升级的基础上，拓展加工贸易外延，推
动制造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与
服务贸易融合，与互联网融合，与智能化
生产制造融合。

“引进来”的，应继续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明确政策预期，通过引资引智引技
相结合，提升加工贸易利用外资水平。同
时，要积极参与多双边规则和自由贸易区
谈判，为加工贸易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国
际经贸环境。

“转出去”的，一方面，加快推动沿
海加工贸易优先向内陆沿边地区转移，研
究制定支持内陆沿边地区承接梯度转移的
差异化政策；另一方面，强调发挥境外合
作区平台作用，引导企业有序进行国际产
能合作。

关于加工贸易创新发展和优化升级，有
五个方面应该特别强调：一是产品技术含量
和附加值提升，由低端向高端发展。二是产业
链延长，向生产制造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转
变。三是经营主体实力增强，由加工组装厂向
技术、品牌、营销型企业转变。四是区域布局
优化，逐步实现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和境内外
合理布局。五是增长动力转换，由要素驱动
为主向要素驱动和创新驱动相结合转变。

进一步推进内销便利化

加工贸易货物是保税货物，必须与非保
税货物区分管理。当前，加工贸易深度融入
全球产业链，改革进程不断深化，需要建立
健全与促进加工贸易创新发展相适应的新型
管理体系。为此，《意见》提出了以下改革
举措：

一是全面推广加工贸易行政审批改革。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企业经营状况和
生产能力核查机制，强化企业履行安全生
产、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

二是完善加工贸易商品分类动态管理机
制。动态调整加工贸易禁止类、限制类商品
目录，完善重点敏感商品加工贸易企业准入
管理。

三是优化监管方式。改变现行以手册为
主的监管方式，逐步实现以企业为单元监管。
对资信良好、信息透明、符合海关要求的企
业，探索实施企业自核单耗的管理方法。

四是进一步推进内销便利化。在取消内
销审批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内销补税核销
手续，推广实施内销集中征税。

五是拓展海关特殊监管区功能。在海关
特殊监管区，积极推进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
政策先行先试，适时研究扩大试点。

（综合新华社和商务部网站报道）

省政协“民声连线——— 献计医保”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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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魏然

“一个支架要好几万，耗材太贵”“一个医院一个就诊
卡，太麻烦”1月18日，省政协举办“民声连线——— 献计医
保”协商会，邀请省人社厅、省卫计委有关负责人以及部分
医院负责人，部分省政协委员、群众代表等对当前我省居民
医保政策、改革措施等进行座谈协商。

“从我院2015年统计数据来看，即便加上大病报销，住
院报销比例也达不到40％。”山大齐鲁医院医保办主任孙竹
平表示，近年来，我省医保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极大地减轻
了居民的就医负担，但对部分重病患者来说，报销比例仍然
偏低。

孙竹平表示，尤其是为了配合分级诊疗，鼓励患者小病
进社区，国家政策有意拉大不同级别医院的医保报销比例。
在她看来，分级诊疗政策是好的，但对于进大医院的患者来
说，往往是重病患者，花费比较高，如果报销比例过低，会
造成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是否可以探索提高大病报销的
比例。

省社会保险事业局局长亓军介绍说，自2014年年底城乡
居民医保整合后，政策的公平性和普惠性有所提高，药品目
录从1100种扩大到2400种，全省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报销比
例提高近5个百分点，门诊慢性病病种实际报销率由56%提高
到58%，城乡医保运转平稳有序。

但她同时表示，城乡医保在运行中确实也遇到一些问
题，因为群众医疗需求进一步释放，医疗费用不合理支出的
监控难度大等原因，医保基金运行面临较大压力。“现在医
疗费用以每年上涨15%以上的速度增长，大大高于医保基金
的增长幅度。”亓军表示，他们也在探索医保支付制度改革
等举措，以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上涨。

“医疗费用增长过快，医保基金不堪重负，老百姓也
觉得看病负担重，矛盾都体现在医院，其实根本症结在药
品、耗材价格虚高。”孙竹平说，医院作为医改终端，用
到患者身上的药品和耗材是没有定价权的。比如说脑血管
支架，一个小小的弹簧圈定价16800元，有的脑血管瘤手
术大概要用16-20个支架，这要多少钱？病人能不觉得贵
吗？“但是200元以上的耗材，我们医院只有4%的利润
啊！这几十万元用到哪里去了？”孙竹平认为，现在迫切
需要做的是控制好药品、耗材的价格体系，减少中间环
节，降低虚高的药品和耗材价格。“医院太希望老百姓少
花钱、看好病了。”

此外，他们在工作中发现，新农合并入居民医保一年
来，困扰百姓最大的问题是对转诊手续不了解，特别是常年
在外打工的老百姓，回当地办理转诊手续，困难很多。希望
能统一各地政策，让老百姓顺利转诊。

亓军表示，我省2014年底在齐鲁医院等省直医疗保险定
点医院试水“一卡通”模式，参保人可持省社保卡就诊不用
再办理“就诊卡”，这一就医模式计划用两年时间实现全覆
盖。但是现在和各市级医保之间还不能通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加工贸易进出
口额从改革开放初不足17亿美元增长至2014
年的1 . 4万多亿美元，年均增速超过20%。目
前，我国加工贸易企业10万家，解决就业4000
万，大约占我国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20%。

据WTO统计，我国已连续3年成为全球
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加工贸易做出了重要贡
献。1981－2015年加工贸易在外贸中占比从
5 . 7%增长到31 . 5%，1998年占比最高达到
53%，目前外贸进口总额的1/4强、出口总
额的1/3强仍由加工贸易贡献。

1997年以来，外国对华投资51%集中在
制造业。即使近年投资制造业占比下降，仍保
持了约400亿美元的年投资规模。我国制造业
中有相当一部分由加工贸易贡献。据不完全

统计，我国64种出口排名全球第一的机电产
品中，有20种加工贸易出口占比超过50%。

加工贸易是带动产业整体水平提升的重
要力量。通过参与全球分工，不断学习掌握
先进技术、标准、生产管理方式，实现了
“干中学”。依托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我
国从一个电子工业相对落后的国家，迅速崛
起为世界IT产业最重要的硬件制造基地。

港澳台企业占加工贸易企业数量50%左
右，约5 . 4万家，其中港澳企业4 . 5万家左
右，台湾企业近万家。香港是内地第二大加
工贸易出口市场，占加工贸易出口四分之
一；台湾是大陆第二大加工贸易进口来源
地，占加工贸易进口15%。

（据商务部网站）

加工贸易贡献出口总额1/3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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