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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国家资源配置、产业布局

和经济活动的重要空间载体。加快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区域市场

一体化是必然路径。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指出，鼓励京

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

区域，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前提下，

优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工作。

记者在近期调研中了解到，通过

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加强市场基础制

度统一、深化对内对外开放，畅通要素

资源流动集聚，区域市场一体化加速

推进，不断呈现新亮点，释放新潜力。

着力破除地域区隔

针对川渝高竹新区企业注册在

四川，但90％的企业产品销往重庆的

情况，新区探索货车牌照“同标互

认”，试点允许部分企业的车辆在指

定时段、路线通行重庆。

一张通行证“划开”川渝行政壁

垒，让企业从“算着政策跑”变为“盯

着市场跑”，揭示了推进区域市场一

体化的思路：不破行政隶属、打破行

政边界。

制度规则是市场机制运行的基

础。瞄准市场关切，强化市场基础制

度规则统一，是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

的重点。

在沪苏浙交界处的太浦河上，全

国首个跨省域的房建项目——方厅

水院日前竣工。

为推动项目顺利实施，三地创新审

批制度，探索一体化审批：浙江嘉善和

江苏吴江赋权给上海青浦，由青浦牵头

实施项目信息报送、招标及一体化方案

审批，实现“一张施工证干到底”。

长三角推行电子营业执照共享

互认，市场主体登记等50余个高频服

务事项“一网通办”；京津冀市场监管

部门统一规范企业登记服务，推动区

域内认证数据共享；川渝推进企业跨

省市“一键迁移”……打破地域限制，

市场规则深入衔接。

商品服务市场是统一大市场的重

要组成部分。各区域重点从优化营商

环境和政务服务入手破除行政壁垒：

长三角异地异店无理由退换货

承诺单位超1700家；粤港实施政务服

务跨境通办，首批上线108项高频政

务服务事项；川渝试点跨区域人才职

称评价互认，惠及两地700余万专业

技术人员……

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基础设施

的顺畅联通是重要支撑。

在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河北段

建设现场，盾构机轰鸣作响，运输车

来回穿梭。作为京冀首条跨省地铁，

该线通车后，燕郊至北京城市副中心

最快仅需9分钟。

通过打破行政壁垒、畅通要素流

动，市场一体化有效激活区域发展动能。

2024年，京津冀区域经济总量达

到11.5万亿元，11年来连跨6个万亿

元台阶；长三角三省一市生产总值突

破33万亿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

产总值增至8.7万亿元，5年来迈上2

个万亿元台阶。

提升要素资源配置效率

7月2日下午，京哈高速香河出口

附近，韵达华北转运中心，一辆辆厢

式货车上的快递陆续被放在传输带

上进行智能分拣。

2019年，韵达快递总部从北京搬

迁至河北香河县，当年投入运营。韵达

华北转运中心办公室主任刘勇军说，搬

至香河后，公司整体揽收能力扩大一倍

多，实现日最大揽收超500万单。

在融入区域大市场中，廊坊加强

与北京产业链互补协作，重点承接北

京物流产业。2024年底，全市现代商

贸物流产业增加值达949亿元，同比

增长9％，占GDP的比重升至24％。

区域市场一体化，并非是同步

化、同质化发展：既要做到“融”，加强

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机制“软联

通”；也要突出“协”，错位发展、互补

发展，充分释放要素资源效能。

把握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

定位，各区域加强内部协作，因地制

宜、积极探索：

京津冀地区突出产业转移与承

接，通过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动

产业链在津冀重组，津冀根据自身产

业基础和发展规划有序承接；

长三角地区以上海为龙头，辐射

带动周边城市发展，金融服务、数字

经济等产业竞争优势凸显；

粤港澳大湾区依托国际化优势，

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重点发展以

加工制造业和对外贸易为主的外向

型经济；

成渝城市群探索“双核驱动”跨

省合作机制，以重庆、成都为核心，协

同建设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

等产业集群……

各有优势的区域大市场，为产业

链上下游协同和创新联动创造了条

件，避免了重复建设和低效竞争。

京津冀，蓄电池、行李架来自河

北，车灯、座椅、变速箱来自天津，玻

璃升降器、空气滤清器来自北京……

数以万计零部件在汽车产业链上的

“协同之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区域产业分工与协作不断深

化，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

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增强区域整体

竞争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

研究院研究员张林山说。

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

统一大市场是面向全球、充分开

放的大市场。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

要充分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更好释放市场效能。

从推进长三角海关特殊货物检

查作业一体化改革，到建设长三角国

际贸易“单一窗口”，推出数据出境负

面清单，长三角地区在高层次协同开

放中拓展经贸合作新空间。今年前5

个月，地区实现进出口6.73万亿元，

同比增长5.2％，较同期全国外贸增幅

高2.7个百分点。

聚焦重点领域，持续扩大对内对外

开放，进一步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

区域市场一体化不断向深层次挺进：

粤港澳大湾区推进跨境信用报

告标准互认、质量认证规则衔接，支

持有条件的地市推广港澳简化版公

证文书；川渝搭建从订购到交货的国

际物流全链条服务体系，探索铁路单

证物权化试点等陆上贸易规则创新；

京津冀加强统筹协调，加快建设世界

级机场群和港口群……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推

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有助于拓展市

场空间，进一步释放市场潜力。这是

深入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的重要着

力点。”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

院长田轩说。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近期，各

区域聚焦企业重点关切，在优化政策

供给、搭建服务平台等方面协同发

力，加快推动内外贸一体化：

广东指导认证机构开通出口转

内销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绿色通道，

浙江组织平台企业围绕出口转内销

提供精细化服务，重庆在市内多家连

锁商超设立“外贸优品专区”……

“当前，区域和区域之间开放合作

仍有较大空间。深化区域间对内开放，

可探索建立区域产业联盟、跨区域创新

联合体等，促进高端要素资源集聚，打

造高效协同的市场体系。”西南财经大

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吴垠说。

推进市场一体化，是攻坚战，更

是持久战。

把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制

度规则立起来，把不利于统一大市场

建设的障碍掣肘破除掉，全面推动区

域市场由大变强，将为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

支撑。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推进区域协作 拓宽发展空间
□新华社记者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河

北南部、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

陕西关中、四川盆地等地将出现持续

性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

39℃至41℃，大部地区湿度较大，体

感闷热。

每当遇到高温天气，总有公众感

觉“怎么比预报的温度更热”，也有网

友怀疑气象部门的高温预报会不会

“刻意压低数值了”？

“气象工作者不会有意将气温报

高或报低，我们也会对预

报员的预测进行评分，预

报 38℃但实际气温达到

40℃以上，预报员是不得

分的。所以作为预报员，

一定会努力报得越来越

准。”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

与科普中心特聘专家朱定真说。

事实上，气象部门发布的温度是

百叶箱中温度计所测量的温度。百

叶箱须设在草坪上，离地面1.5米，周

围较开阔，无高大建筑、树木等阻挡

风或遮挡阳光。这是世界气象组织

的规范标准，全球用同样的标准化尺

度去测量气温，才能进行对比。

在同一座城市内，百叶箱和水泥

路、柏油路上的温度不一样。在阳光

强烈的情况下，水泥路、柏油路1.5米

高度上的温度，比百叶箱里测得的温

度可能会高4℃至5℃。这也就有高

温天气下，有人测出路面温度高达

50℃，但预报数值偏低的“温差”了。

那为什么预报的气温和大家的

感觉也差不少呢？

“因为气象的观测环境和个人在

室外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气温是近

地层大气环境的温度，而大家感受到

的是体感温度，其受到气压、风力、湿

度等多重影响。”朱定真说。

比如体感温度和大气湿度密切

相关，空气湿度较大时人就会感到闷

热。只要气温达到33℃左右、相对湿

度达到80％，人就会感到非常闷热、

不舒服，甚至容易中暑。此外，个体

差别也导致体感温度不一样。人的

胖瘦、所穿衣服的深浅、进行不同强

度的活动、甚至个人心情起伏等都会

影响体感温度。

朱定真表示，未来气象部门的预

报会越来越向人们的需求倾斜，比如

可能会预报体感温度，而不再是简单

告诉大家气温为多少度，播报的信息

中还要包含气温38℃和39℃有什么

差异、哪些领域会受到影响等。

不久前，国家疾控局和中国气象

局就联合发布了首个国家级高温健

康风险预警和健康提示。和一般天

气预报不同，预警分5个等级，按照与

高温相关疾病风险分析得出。公众

可按照风险等级采取相应措施，包括

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

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等，更

好防护高温带来的不利健康影响。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新华社记者 黄垚

大范围高温来袭，天气预报会“刻意”压低数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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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7月12日电（记者顾天成 龚雯）记者12日在此间

举行的首届中国医学装备国际合作大会上获悉，2024年我国医疗

装备出口覆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9000多家医疗机构，成为全

球重要的医疗装备应用市场和生产基地。

“医疗装备是守护世界人民健康福祉和生命安全的重要基础，

我国医疗装备发展成果正惠及全球。”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一司二

级巡视员苏葆莉介绍，如腔镜手术机器人注册取证投入临床，已出

口23个国家。

“中国医学装备进出口贸易额近五年年复合增长率达到9.4％，

意味着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国际合作持续深化，这

得益于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

局。”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理事长侯岩表示，举办本次大会，旨在搭建

高层次、宽领域、多维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分享中国医学装备

创新成果和实践经验。

近年来，伴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全球医学装备产业蓬勃发

展，成为经济增长重要亮点。

《中国医学装备发展状况与趋势2025》产业绿皮书显示，中国

医学装备产业十年间年均增长超过12％，2024年市场规模达到

1.35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单体国家第二大市场，也是世界上生

产企业数量最多，产品类别和品种最齐全的国家。

上海市闵行区副区长张贤认为，受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人口老

龄化进程加速等因素影响，医学装备产业正站在“技术革新与全球

协作”的风口。作为上海生物医药产业核心承载区，闵行区将以更

开放的政策对接国际规则，以更完善的产业链支撑合作项目，以更

丰富的科创资源赋能技术突破。

据悉，此次大会吸引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卫生部门负

责人、专家和企业代表等参会。

中 国 医 疗 装 备
出口19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上半年全国铁路建设高效推进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559亿元

7月8日，在青岛胶州湾航道，数艘集装箱货轮缓缓进入山东港

口青岛港（无人机照片）。记者从2025年中国航海日主论坛获悉，我

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海运船队，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世界级港口

群，国际海运量占全球近三分之一，海洋经济总量持续攀升，为全球

经贸持续稳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新华社发（张进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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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河北省“以电折水”经验

做法蹚出了我国北方地区农灌取水计

量新路径，被水利部、国家电网总公司

在全国推广。依法规范取用水行为，

全面加强违规取用水问题排查整治，

充分发挥线上大数据比对排查和线下

实地抽查检查长效机制，完成全省各

市实地抽查全覆盖。

坚持清管并重，河湖生态环境面

貌显著改善。2024年，河北省聚焦

“河道断流、湖泊萎缩”问题，锚定“让

河流流动起来、把湖泊恢复起来”目

标，一河一策、靶向施策，推动29条母

亲河全部复苏，建成191条（段）幸福

河湖。按照“多源互补、丰枯调剂、循

环通畅、稳定持续”的原则，推进河道

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实施，河湖通蓄

水能力有效提升。切实强化生态补

水，统筹各类水源向90条（个）河湖实

施生态补水52亿立方米，形成有水河

长4655公里、水面面积306平方公

里，大运河、滹沱河、滏阳河等50条河

流全线贯通，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

率连续4年100%。建设河湖智能视

频监控系统，对全部 1386 条河流

10213处点位实施全时段、全覆盖监

控，推动事后整改向事前预防、事中管

控转变。通过系统治理，河流恢复生

命、流域重现生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显著增强。

坚持综合施策，地下水超采综合

治理成效持续巩固。2024年，河北省

采取水源置换、泉域治理、地下水回补

等措施，超采区深、浅层地下水位分别

同比回升2米、0.94米，全省超采区面

积、严重超采区面积较治理前分别减

少31%和99%。新增高效节水灌溉

96.7万亩、农业灌溉水源置换187.6万

亩，全年压减地下水开采量1.77亿立

方米。引调江水29.97亿立方米、引

黄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任务。

持续实施重点泉域治理，邢台百泉新

增16处泉眼复涌，邯郸黑龙洞泉保持

不断流，保定一亩泉地下水埋深回升

到3.97米，地表地下水生态实现良好

循环。衡水、沧州、唐山等4个深层地

下水回补试验场建成投用，南宫地下

水库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7月13日，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孩子们在渔夫节的活动

上学习制作鱼丸。当日，俄罗斯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丰

富多彩的活动庆祝渔夫节。每年7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俄罗斯渔

夫节。 新华社发（郭飞洲摄）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