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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连续 12 个
月下滑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本周要
求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破除不合理
限制，一视同仁支持内外资企业参与
大规模设备更新、政府采购和招投标
等。
　　受访学者分析，这是中国政府一
周内二度对外释放相同利好信号，表
明规模每年超过 5万亿元（人民币，
下同，9300亿新元）的以旧换新市场，
可能进一步向外资开放。
　　据官媒新华社报道，何立峰 7月
1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外资工作座谈会，
要求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成实实
在在的引资优势，一视同仁支持内外
资企业参与大规模设备更新、政府采
购和招投标等。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 2月下
旬鼓励汽车等传统消费品以旧换新
后，总理李强隔月下旬召开会议，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
新。据国家发改委评估，以旧换新政
策将撬动每年 5万亿元以上的市场规
模。
　　李强 6月 26 日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也聚焦研究利用外资工作，要

求加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多措并
举稳外资，一视同仁支持内外资企业
参与大规模设备更新、政府采购和投
资。
　　华侨银行亚洲地区研究与策略主
管谢栋铭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
出，以旧换新政策是中国目前推动经
济复苏的主要着力点之一，北京希望
借此带动额外消费和需求，以弥补内
需不足。
　　谢栋铭分析，中国去年走出三年
冠病疫情后，官方持续打出鼓励外资
来华的口号。本周提出支持外资外企
参与大规模设备更新则更具体，可能
会对外资更有吸引力，也更能起到招
商引资的效果。
　　中国重振外资信心持续困难重
重。据中国商务部 6月下旬发布的数
据，5月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进
一步下降，延续去年 6月以来的 12
个月跌势。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吸引
外商直接投资 568 亿美元（772 亿新
元），同比下降 28.2％，比今年前四
个月同比下降 27.9％，跌幅进一步扩
大。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

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说，官方
年中再提稳外资工作的重要性，对下
半年具体领域深化开放，推动制造业
和服务业稳住外资外贸基本盘具有重
要牵引作用。
　　何立峰星期一在座谈会上也要求
外资大省要扛起责任、发挥更大作用，
加大精准招商引资力度，强化服务保
障，推动外资项目加快落地建设等。
何立峰同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分别
会见瑞士政要和日本非政府贸易组织
代表，表示愿同瑞士提升贸易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水平；他欢迎日本企业进
一步扩大对华投资合作。
　　谢栋铭分析，中国近期持续把更
多国家纳入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加
码带动外国人来访，作为恢复外资来
华的起手式，7月中召开三中全会后
相信官方还会出台更多吸引外资的具
体政策。
　　不过，谢栋铭也指出，中国对国
家安全的重视与日俱增，加上美国总
统大选将在 11 月举行，都让一些敏
感行业的外企在考虑加码投资中国时
变得更谨慎观望，预计年底中美两国
政策明朗化后才会再布局。

　　记者 2日从陕西官方获悉，为促
进该省即时配送行业高质量发展，近
日，陕西省市场监管局印发《促进即
时配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以下简称《措施》)。
　　《措施》明确，要强化食品安全
管理，落实即时配送平台企业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督促平台加强经营者资
质审核，严格落实证照审查和公示相
关制度；探索餐饮领域“互联网＋明
厨亮灶”智慧监管，鼓励消费者积极
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实现食品安全社
会共治；推广餐食封签使用，确保封
签使用过程中的完整性，推动外卖配
送流程规范化、标准化；鼓励在有条
件的居民小区、商务楼宇、学校、酒店、
医院等设置智能外卖柜、无接触配送
站。
　　根据《措施》内容，即时配送平
台企业要落实配送安全责任，相关部
门要积极指导即时配送平台企业完善
配送管理制度，加强网约配送员使用
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审查备案；引导
即时配送平台企业完善收费服务规则，
指导即时配送平台企业对所有收费项
目明码标价，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
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
用；要推进平台企业合规管理，引导
和支持即时配送平台企业建立健全合
规管理体系，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制
定即时配送平台企业合规指引。
　　《措施》强调，要发挥标准引领
作用，研究制定即时配送服务规范、
数据资源利用等地方标准；加大即时
配送团体标准培育和培优力度，鼓励
社会团体制定并实施高于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先进团体标准；
要提升网约配送员权益保障，督促即
时配送平台企业落实用工主体责任，
健全优化网约配送员协议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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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水利部官方微信消息，近日，
水利部发布 2023 年《中国水文年报》
(以下简称《年报》)。《年报》对降水、
蒸发、径流、泥沙、地下水、水生态
等水文要素进行了统计分析，对我国
暴雨洪水、干旱、冰凌、湖库蓄水情
况进行介绍，发布 2023 年水文重要
大事记，客观反映了我国 2023 年水
文变化情况。
　　《年报》显示，2023 年全国平均
降水量为 642.8mm，比 2022 年增加
1.8%；全国平均蒸发量为 972.1mm，
比 2022 年减少 3.9%；全国天然河川
年径流量为 24633.5 亿 m3，折合年径
流深为260.4mm，比2022年减少5.2%。
全国降水量与多年平均值基本持平，
蒸发量和径流量 (折合径流深 )均比

多年平均值偏少。全国统计的大中型
水库年末蓄水总量为 4594.5 亿 m3，
比年初蓄水总量增加 390.4 亿 m3。全
国常年水面面积 100km2 及以上且有
水文监测的 75 个湖泊年末蓄水总量
为 1477.6 亿 m3，比年初蓄水总量增
加 26.5 亿 m3。
　　2023年12月与2022年同期相比，
全国 50.5% 的监测站地下水水位呈弱
上升或上升态势。50.0% 的浅层地下
水、54.3% 的深层地下水、46.2% 的
裂隙水和 51.8% 的岩溶水监测站呈弱
上升或上升态势。
　　2023 年，全国主要河流总输沙量
为 2.04 亿 t，比 2022 年减少 47.7%，
比近 10 年平均值偏少 39.1%。在全国
249个生态流量保障目标控制断面中，

有 186 个断面满足程度达到 100%。
　　2023 年全国共出现 35 次强降水
过程，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708
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 129
条河流发生超保洪水、49 条河流发生
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海河发生
流域性特大洪水。有 6个台风 (含热
带风暴 )登陆我国，较常年偏少。全
国旱情总体偏轻，旱情阶段性特征明
显，云南、河北等部分地区偏重。全
年相继发生西南地区春旱、北方地区
局地夏旱、西北地区伏秋旱。
　　2023 年，黄河、黑龙江、辽河整
个凌汛期凌情形势平稳，未形成冰塞、
冰坝和灾情、险情。

水利部发布 2023年《中国水文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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