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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11 日主持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讨论

通过《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

会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通产业取得长足发展，交易规模

快速增长，基础设施显著改善，新型业态不断涌现，现代流通方式加快

发展，流通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 但总的看，

我国流通产业仍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流通网络布局不合理，城乡发展

不均衡，产业集中度偏低，信息化、标准化、国际化程度不高，流通效率

低、成本高问题突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围绕提高流通效率、方便

群众生活、保障商品质量、引导生产发展和促进居民消费，加快推进流

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着力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逐步建立起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安全高效、城乡一体的现代流通体系。

会议讨论通过《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

见》，明确了主要任务、支持政策和保障措施。

会议讨论通过《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要求形成加快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大幅度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显著减少污染物排放，确保到 2015 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

总值能耗比 2010 年下降 16％， 化学需氧量、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减少

8％，氨氮、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减少 10％的约束性目标。《规划》提出了

节能改造、节能产品惠民、合同能源管理推广、节能技术产业化示范、城

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脱硫脱硝、规模化畜

禽养殖污染防治、循环经济示范推广、节能减排能力建设等十大重点工

程和保障措施。

《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

国务院部署流通体制改革

降低流通环节费用 鼓励民资进入

（一）加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构建全国骨干流通网络，优化城市流通网络布局，增加农村商业网点，畅通农产品

进城和工业品下乡双向流通渠道。

（二）创新流通方式。 推广供应链管理，加快发展电子商务，打造农产品产销一体化流通链条。

（三）提高保障能力。支持建设和改造一批具有公益性质的流通设施，完善重要商品储备制度。强化市场运行分析

和预测预警，提高迅速集散应急商品能力。

（四）提升信息化水平。 推动物联网等技术在流通领域的应用，建设流通领域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支持流通企业利

用先进信息技术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五）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 积极培育大型流通企业，支持中小流通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专业化、特色化发展，鼓

励流通品牌创新发展。

（六）规范市场秩序。 加强关键商品流通准入管理，健全流通追溯体系，加强商品质量监督检查。 依法打击侵犯知

识产权、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建设商业诚信体系。

（七）深化改革开放。消除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流通领域。提高流通产业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

平，支持流通企业“走出去”。

（八）切实降低流通环节费用。 推进工商用电用水同价，落实好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规范农产品流通

领域收费行为，坚决取缔违规和不合理收费。

（九）完善支持政策。 科学编制商业网点规划，加大流通业用地支持力度。 在一定期限内免征农产品批发市场、农

贸市场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 将免征蔬菜流通环节增值税政策扩大到有条件的鲜活农产品。 落实总分支机构汇

总纳税政策，促进连锁经营企业跨地区发展。 积极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完善流通业税制。

（十）健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全面清理和取消妨碍公平竞争、设置行政壁垒、排斥外地产品和服务进入本地市

场的规定。 完善流通标准化体系。 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科学规范的流通统计调查体系和信息共享机制。

打通中国经济“血脉”

———专家解读《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

□新华社记者 雷敏 王希

国务院常务会议 1 1 日讨论通过《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

明确了主要任务、支持政策和保障措施。

国家为何在此时出台支持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意见》的主要内容有哪些？《意见》

的出台会起到怎样的效果？ 新华社记者在第一时间连线专家和业内人士。

意义 搞活流通 促进消费

“此时出台《意见》，可以降低流通成本，进而促进消

费，对于下半年的稳增长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科院财贸

所流通产业研究室主任宋则高兴地说。

当前，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中国的出口和投资放

缓，消费成为稳增长的重要力量。 而搞活流通能降低流通

成本，促进消费潜力的释放。

目前中国流通领域基本建立起了覆盖城乡的流通网

络。 但长期以来“重生产、轻流通”的传统观念，造成我国

流通领域的发展依然滞后于国际水平。

中国商业联合会的资料显示，2005 年以来中国物流

总成本占当年 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 18％左右，居高不

下，而西方发达国家同类指标是 8％到 10％，标准化、信

息化水平差距明显。

“社会创造的很大部分财富消耗在流通环节上，这给

中国经济造成沉重负担，阻碍经济转型，同时还会推高物

价水平，阻碍消费的释放。 ”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

部副主任赵萍说。

专家指出， 造成流通成本高的主要原因是流通领域

组织化程度低，流通环节过多。 针对这些问题，《意见》给

出了解决方案：加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创新流通方式，

提升信息化水平，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深化改革开放，

切实降低流通环节费用。

解读 “真金白银”的保障措施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扶持流通业发展的含金量最高

的一份文件。 ”宋则评价道。

为了确保目标任务的完成，《意见》 专门用一段阐述

“完善支持政策”。 明确提出在一定期限内免征农产品批

发市场、农贸市场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

近期，蔬菜、猪肉等一批农产品价格再次坐上“过山

车”，“价贱伤农”和“价贵伤民”现象反复出现。 专家指出，

作为我国农产品流通主渠道的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具有

公益性的本质属性,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其发展过程中,

公益性大多缺失或被违背,使“最后一公里”成为农产品价

格非理性上涨的背后推手之一。

“由于农产品批发市场一般只有一两层建筑，很难像

大型商城那样进行多层开发，土地利用率低，因此批发市

场用地按商业或工业用地标准去执行， 大大增加了市场

经营成本，进而推高农产品价格。 ”全国城市农贸中心联

合会会长马增俊说。

《意见》还明确，落实总分支机构汇总纳税政策，促进

连锁经营企业跨地区发展。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秘书长裴亮表示， 中国本土流通

企业大多是区域性公司，因为在总部以外区域开店，需要

重复纳税，加重了企业负担，严重制约连锁流通企业做强

做大，《意见》的出台为企业卸去了这道枷锁。

建议 尽快出台实施细则

受访的多位专家表示，《意见》 中许多提法目前还

很原则， 希望在即将召开的全国流通工作会议上能尽

快出台实施细则。 而且这些细则出台后，关键还在于落

实。

“每一项政策都需要具体的实施细则，有的一下子无

法全面推开的，还需要试点。 另外，具体政策在落实中可

能还会遇到许多障碍。 ”中商商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海

飞说。

“比如工商用电同价，现在好多地方确实已经在执

行这一政策，但实际情况是，流通企业用电具有时段上

的刚性，而现在一些地方执行的是峰谷电价，晚上的低

电价流通企业享受不到，改革后用电成本不降反增。 ”

裴亮说。

记者注意到，《意见》 所列的各项政策涉及价格、商

务、财税、工商、交通等多个部门，如何加强这些部门在制

定和执行政策中的协调性， 也是眼下摆在各级政府面前

的一道考题。

“总而言之，《意见》出台对流通业是利好消息，其中

很多政策措施是期盼多年，争取多年的，有利于流通业持

续健康发展。 ”刘海飞说。（据新华社北京 7月 11日电）

图为桂海高速公路南宁琅东收费站入口处，车辆排队进城。

新华社发（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