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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中国政府网消息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6月2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部署“十四五”时期纵深推进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更大激发市场活力
促发展、扩就业、惠民生；确定加快发
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措施，推动外
贸升级，培育竞争新优势。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部署，近年来各地各部门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双创，催
生了大量市场主体，有力支撑了就业
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了新动
能快速成长，增强了经济发展内生动
力。“十四五”时期要纵深推进双创，

更好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一是
坚持创业带动就业。适应劳动力供
求关系深度调整、就业方式更加多
元、市场灵活性增强等新形势，进一
步推进双创，培育更多充满活力、持
续稳定经营的市场主体，特别是促进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多渠
道创业就业，增强中小微企业吸纳就
业能力。二是营造更优双创发展生
态。深化“放管服”改革，破除不合理
障碍，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鼓
励产业链中占主导地位的“链主”企
业发挥引领支撑作用，开放市场、创
新、资金等要素资源，建设集研发、孵

化、投资等于一体的创业创新培育中
心，促进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
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中小企业成长壮
大。强化公正监管，反对不正当竞
争，保护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合
法权益。三是强化创业创新政策激
励。落实好税收减免、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等政策。
拓展双创融资渠道，加大普惠金融力
度，鼓励社会资本以市场化方式设立
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推进灵活就业
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吸
引更多海外人才来华创业，支持有条
件的双创示范基地向国际化发展。

会议指出，新业态新模式是我国
外贸发展的有生力量，也是国际贸易
发展的重要趋势。近年来我国外贸
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其中跨境电
商规模5年增长近10倍，促进了外贸
转型升级，尤其在疫情冲击下为稳外
贸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下一步，一要
完善跨境电商发展支持政策。扩大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范围。优
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便
利跨境电商进出口退换货管理。制
定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指南，防范
假冒伪劣商品。二要积极推动海外
仓发展。鼓励传统外贸企业、跨境电

商和物流企业等参与海外仓建设，提
高海外仓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促进
中小微企业借船出海，带动国内品
牌、双创产品拓展国际市场空间。三
要积极发展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引导
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提升集中代办退
税工作效率和风险管控水平，支持综
合保税区、自贸试验区内企业开展保
税维修，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发展离岸
贸易。四要进一步推动国际交流合
作。积极参与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
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跨国物流等领域国际合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十四五”时期纵深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更大激发市场活力促发展扩就业惠民生
确定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措施 推动外贸升级培育竞争新优势

直击第五批药品带量采购：
“灵魂砍价”再度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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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财富总市值紧追
券商“市值一哥”中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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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 岳

6月22日，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发
布碳排放交易有关公告，预示距离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越来越近了。
这是我国推进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步骤之
一。一条践行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
质量发展道路徐徐展开。建设好这条
道路，需要深入认识下面三个问题。

首先，“低碳之路”从哪里来？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

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
话中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

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
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这就是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由来，
业界将之概括为“30·60目标”。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碳达峰、
碳中和列为重点工作的一部分，明确提
出要“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

经过多部门的努力，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的各项准备工作迅速完成。

其次，“低碳之路”到哪里去？
“低碳之路”的建设要纳入生态文

明建设整体布局，是一场广泛而深刻

的经济社会变革。其根本目的就是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截至今年1月份，127个国家承诺
在21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多个国家
将碳中和写入法律。中国作为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承诺用全球最短的时间
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降碳强度前
所未有。

“低碳之路”的挑战巨大，但我们
在“开跑”前已做好热身准备。2011年
以来，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
东、深圳、福建等地开展碳排放权交易
试点工作。截至今年3月份，试点阶段
的碳市场累计覆盖4.4亿吨碳排放量，

累计成交金额约104.7亿元。
生态环境部今年年初公布的2020

年蓝天保卫战成绩单显示，当年全国
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
比例为87%，同比上升5个百分点；
PM2.5平均浓度为33微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8.3%。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启动，
一定能让大家更多地体验到祖国的

“江山如此多娇”。
第三，怎样建好“低碳之路”？
实现“30·60目标”需要加快形成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比如与
大家密切相关的生活方式，少开1小时
空调，少乘一次电梯，节约一吨水，都
会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至于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空间格

局优化调整等“低碳之路”基础设施建
设，则需要资本积极介入、全力帮扶。
现在我国碳市场已有的金融产品包括
配额回购融资、碳资产质押、碳债券、
碳掉期、碳远期、碳基金、碳信托等。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上线交易，
将会极大地丰富碳金融产品矩阵，吸
引更多资金进行碳交易。

汇总国内外主流机构的测算数
据，我们发现，我国要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需要投入资金规模大概在
150万亿元至300万亿元，甚至更多，
这就需要我们付出艰苦努力。碳交
易市场，则为这些目标提供了一个重
要支点。

对全国碳市场的三点思考

本报记者 吴晓璐

6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西部地
区开发领导小组会议，部署当前和

“十四五”时期推进西部大开发等工
作。会议强调，“要加大对西部开发
的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

2012年以来，证监会在IPO审
核中优先审核西部地区企业，西部
地区上市公司数量不断增长。据
Wind资讯数据统计，截至6月23日，
西部地区上市公司达532家，合计首
发募资3230.92亿元。

市场人士认为，近年来，资本市
场在支持西部地区企业融资、并购
重组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年内新增16家上市公司

2020年5月份发布的《关于新时
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

导意见》提出，提高西部地区直接融
资比例，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境
内外发行上市融资、再融资，通过发
行公司信用类债券、资产证券化产
品融资。西部贫困地区企业首次公
开发行上市、新三板挂牌、发行债
券、并购重组等适用绿色通道政策。

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今年以
来截至6月23日，西部地区新增16家
上市公司，IPO募资合计179.78亿
元。上市公司再融资方面，24家公
司增发募资344.67亿元，1家公司配
股募资11.75亿元，5家公司发行可
转债募资51.12亿元，再融资规模合
计为407.54亿元。

债券融资方面，今年以来截至6
月23日，西部地区企业共发行80只
公司债，合计发行规模为767.8亿
元。整体来看，年内资本市场助力
西部地区企业直接融资规模达
1355.12亿元。 （下转A2版）

西部地区已有532家上市公司
年内借力资本市场直接融资1355.1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