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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针对中美两国就双边经贸
磋商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国食
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副会长于露
表示：“声明中的‘有意义’，个
人理解是指稳定健康推进中美
农产品贸易对人民生活福祉有
意义。”

以大豆为例，中国国际贸
易学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李永
解释了“有意义”地增加中国农

产品进口的涵义：不单是量的
增加，也要为双边贸易平衡发
展发挥作用。实际上，大豆进
口不仅是满足老百姓对食用油
的需求，更是为养殖业发展提
供稳定的饲料蛋白供给，最终
满足百姓餐桌上不断增长的肉
类需求，因此，“有意义”地增加
进口符合两国各自的利益。

据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

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韩一军介
绍，作为中国第一大农产品进
口来源地，美国是中国重要的
农产品贸易伙伴。2017年，中
国从美国进口农产品 241.16
亿美元，在中国 179 个进口来
源地中，美国居首。进口自美
国的农产品金额占中国农产
品进口总额的 19%。美国 30%
以上的大豆销往中国，而中国

进口的玉米、小麦也主要来自
美国。

“增加进口，尤其是进口差
异化产品以补充国内生产不
足，是人民日益提高的生活水
平的需求。在当前供给不充分
不平衡的条件下，适当增加进
口是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
置、调剂余缺的明智选择。”李
永表示。

增加进口满足美好生活需要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微信、支付宝为代
表的移动支付迅速发展的时
代，银行卡和现金似乎从很多
人的生活中逐渐淡出。不过移
动支付改变的只是支付方式，
银行卡的功能和服务体系没有
被取代。中国银联日前发布
《中国银行卡产业发展报告
（2018）》显示，到去年末，银联
卡全球发行累计超过 66.9 亿
张。2017年银联网络转接交易
金额93.9万亿元。银联卡全球
受理网络已延伸到168个国家
和地区，覆盖近5000万家商户
和近260万台ATM。

168个国家地区可用银联卡
中国银联最新报告指出，

2017年，在全球经济温和复苏
和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
的宏观背景下，中国以银行卡
为基础的支付产业继续稳步发
展，移动互联网新的支付产品、
新的使用场景、新的合作关系
不断出现，新技术与支付的融
合加速渗透至商业和生活各领
域，自主支付技术发展与标准
国际合作不断取得突破。

报告称，2017年银联网络
转接交易金额 93.9 万亿元，占
全球银行卡清算市场份额进一
步提高并继续保持全球第一。
同时，银行卡发卡和受理规模
进一步扩大，银联卡全球发行
累计超过66.9亿张。而央行3
月发布的2017年支付体系运行
总体情况报告显示，2017年末，
全国人均持有银行卡4.84张，

同比增长8.35%。
在使用方面，银联卡全球

受理网络已延伸到168个国家
和地区，覆盖近5000万家商户
和近260万台ATM，用卡增值服
务不断丰富。境内非接受理环
境显著改善，不仅促进了银联手
机闪付、银联IC卡闪付等基于
NFC技术的支付产品迅速应用，
而且推动了小额免密免签业务的
快速发展。银联二维码支付在功
能支持上不断丰富、在行业适用
范围上不断扩展，并已在多个国
家和地区实现受理。

支付流程迈向无感化
如今，除了公众都比较熟

悉的手机移动支付，部分手环、
手表也实现了支付功能。此
外，在ATM机上刷脸取钱，支付

宝商用刷脸支付等热点事件正
在掀起新一轮热潮，京东、苏
宁、百度、建设银行等都在尝试
刷脸支付等黑科技。

而银联的报告显示，2017
年，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
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发展，在支
付领域逐步应用，对支付业态
产生了深刻影响。支付载体进
一步多元化，传统交通、家居、医
疗等领域智能化程度不断提升，
已逐步形成新的支付场景，汽
车、家用电器、可穿戴医疗设备
等向新型支付载体演变。支付
流程迈向无感化，借助智能设备
和系统，用户身份和行为可被自
动捕捉、分析并验证。此外，国
产芯片和国产密码算法应用进
一步推进，现已基本实现国密算
法IC卡的规模化应用。

“每隔三五天就有几个装着
进口皮革的集装箱运进公司。”山
东德州兴隆皮革制品有限公司生
产副总经理张建民说，“有了手感
较为柔软的进口皮革，我们就可
以大胆开发女鞋、沙发等产品线，
足足扩大了40%的产能。”

这家公司是国内和国际多
家制鞋一线品牌的主要供应商，
今年刚刚获得了皮革进口资格，
预计今年的进口额约为2000万
美元，这些进口皮革主要是从美

国、澳大利亚漂洋过海而来。
“因对外开放增加了农产品

供给，缓解了国内农业资源约
束，加快了农业现代化步伐，消
费者获得切实利益，这些无疑都
会更加坚定中国农业扩大开放
的决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
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全
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也将给
世界提供更多参与中国农产品
市场竞争的机会。

于露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

具活力的食品农产品市场，正在
实施积极的进口促进战略，推进
贸易便利化，为各类农产品进口
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与此
同时，也要更好地借鉴国外先进
经验和科研技术，更好服务于我
国农业产业升级。

站在新起点，中国农业以更
加开放的胸襟拥抱世界。今年
11月，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将在上海举行。届时包括食
品农产品在内的、来自世界各国

最富特色的优质产品将在这一
国际舞台上展示。这是中国主
动开放市场的重大政策宣示和
行动。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中国将推动形成农业对外开
放的新格局，落实“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和粮
食安全新战略“适度进口”要求，
有增、有稳、有控，分行业、分品
种施策，促进农产品进口健康发
展。 据新华社电

形成农业对外开放新格局

全球发行累计超过66.9亿张
银联卡继续保持全球第一

扩大农产品进口，满足多元消费需求

中国已是全球最大农产品进口国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百行征
信真的来了，个人未来失信行为
将被一一记录！

由央行主导、中国互金协会
与8家市场机构共同发起组建
的市场化个人征信机构——百
行征信昨日举行了揭牌仪式，宣
布正式挂牌！百行征信此前被
市场称为“信联”。今年2月22
日取得国内第一张个人征信牌
照。而此前，我国提供个人征信
服务的“正规军”只有中国人民
征信中心及其下属的上海资信
公司。

公开资料显示，百行征信注
册资本10亿元，主要股东及其
持股比例分别为中国互联网金
融协会持股36%，芝麻信用管理
有限公司持股8%，腾讯征信有
限公司持股8%，深圳前海征信
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持股8%，鹏
元征信有限公司持股8%，中诚
信征信有限公司持股8%，考拉
征信有限公司持股8%，中智诚
征信有限公司持股8%，北京华
道征信有限公司持股8%。

查看百行征信的股东，他们
均拥有机构和用户的海量数
据。其中大股东中国互金协会，
其搭建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于
2016年9月9日开通，截至2018
年4月20日，已正式接入蚂蚁金
服、京东金融、国美、苏宁、唯品
会、百度金融、宜人贷、陆金所、
网信、拍拍贷等 100 余家从业
机构。收录自然人借款客户
4200 多万个，借款账户累计 1
亿多个，入库记录4.2亿多条。
普通公众比较熟悉的是股东芝
麻信用，曾推出产品芝麻分，它
是依据用户在互联网上的各类
消费及行为数据，结合互联网
金融借贷信息，运用云计算及
机器学习等技术，通过五个维
度呈现个人信用状况的综合分
值。腾讯征信，则利用社交工
具和微信支付记录等信息，来判
断一个人的信用。其它股东比
如深圳前海征信、中诚信征信、
中智诚征信、鹏元征信、考拉征
信、华道征信等则是各个细分领
域的传统征信公司，拥有客户的
社交、购物、出行、网络金融服务
等信息。

据悉，央行对8家民营征信
机构的准备工作不满意，最终未
给任何一家机构颁发个人征信
牌照，而是推出了百行征信。而
百行征信的主要股东，未来通过
百行征信实现信息共享，共同参
与个人征信市场。

“目前中国普惠金融发展
中，征信信息孤岛导致的‘过度
多头借贷’、‘诈骗借贷’等现象
是制约行业发展的重要障碍，
百行征信的设立有望改变这
一现状，大大提高不法分子
的违法成本，助力行业健康
有序发展。”国元证券分析师
李芬表示，其认为未来各家互
金公司坏账率情况有望得到有
效改善。

“老赖”请注意！
百行征信正式挂牌

日前，中美两国在华盛顿就双边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有意义地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出口”
成为其中的内容。

专家指出，这一进展意味着我国将采取更加主动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扩大农产品进口，实现进口多
元化、品种多样化，这对丰富百姓餐桌，以及推动农业产业升级等意义重大。

不仅是美国农产品，澳大利亚牛肉、智利樱桃、德国牛奶……近年来，借助跨境电商、空中丝路、中
欧班列等通道，远在大洋彼岸的农产品越来越多快速送达中国，中国已是全球最大农产品进口国。

“今年我们公司的水果进
口量增加很大。”云南西双版纳
州红星公司报关经理何照师
说。红星是一家从事国际货运
代理服务、货物进出口代理报
检、报关和国际物流一体化的
外贸企业，与泰国、老挝等国开
展贸易业务，香蕉、山竹、榴莲
是主要进口品种，大多运往成
都、广州、上海等地。

西南边陲这家公司的变
化，是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
发展的一个缩影。为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近
年来中国主动扩大进口。2017
年，中国农产品贸易额、进口额
和出口额呈“三增”态势，均创
历史新高——

农产品进出口总额首次突
破2000亿美元大关、达2013.9

亿美元，同比增长 9.1%；出口
755.3 亿美元，增长 3.5%；进口
1258.6 亿美元，增长 12.8%；贸
易 逆 差 503.3 亿 美 元 ，增 长
30.4%。

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最
大农产品进口国，进口额占全
球农产品贸易额1/10，粮棉油
糖肉奶等大宗农产品全面净进
口。2004年以来农产品贸易持

续逆差，目前逆差已达每年400
至500亿美元的规模。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中国目前农产品进口额70%
左右来自美国、巴西、东盟、欧
盟和澳大利亚，但中国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进口增长
较快，下一步将加强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农业贸易合作，完
善贸易政策、拓展进口渠道。

农产品贸易额、进口额和出口额均创历史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