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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探索走出特色商標品牌發展之路廣西探索走出特色商標品牌發展之路
質量發展是強國之基、立業之本和轉型之要。廣西壯族自治區市場監督

管理局組建三年來，牢固樹立 「質量第一，效益優先」 理念，全面實施質
量強桂戰略，深入推進質量品牌建設，實現廣西商標品牌從追求數量向提
高質量轉變，廣西產品品牌價值明顯提升，有效促進廣西高質量發展。

目前，廣西累計有效註冊商標36.66萬件，比2018年底增長112.69%；地
理標誌170個，地理標誌年產值1307.90億元。中國商標品牌發展指數測評
結果顯示，廣西商標品牌綜合實力全國排名第20位，已建成 「商標品牌少
數民族示範區」 。 馨瑤 徐玉瑩

蓄勢賦能推動產品質量跨越式發展
為持續提升 「廣西質量」，廣西市場監管部門創

新監管思路，突出標準引領，完善質量基礎設施。
三年來培育團體標準256項，發布地方標準487項，
建設最高等級社會公用計量標準71項，5項計量檢測
能力全國領先。累計建設國家級質檢中心10個、省
級質檢中心40個，綜合檢驗檢測能力位於全國 「第
一方陣」。建成 34 個質量技術 「一站式」服務平
台，為企業提供質量服務18.9萬次。

為完善商標品牌服務體系，廣西深入實施商標品
牌強桂戰略，探索創新商標戰略實施工作平台和載
體，累計建設產業集聚區（園）商標品牌指導站50
個。橫縣茉莉花、百色芒果等12個地標產品列入中
歐地理標誌產品互認名單。玉柴等6個品牌進入2021
年中國最具品牌價值500強，百色芒果等9個地理標

誌入圍 2021 年中國地理標誌品牌價值榜 100 強。
「桂字號」品牌的影響和價值不斷提升。
廣西還將 「保市場主體」作為着力點和突破口，

深入開展蠶繭絲、碳酸鈣、人造板、包裝飲用水等
產業質量提升行動。建成六堡茶、茉莉花茶地理標
誌保護產品高端品質認證示範產業園。廣西成為全
國乃至世界最大的原料繭生產基地和繭絲加工基
地，碳酸鈣產業規模已居全國首位。

深化「放管服」
改革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市場主體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三
年來，廣西市場監管局通過簡政放權、放管
結合、優化服務等方式，不斷深化 「放管
服」改革，大力培育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促進全區經濟社會穩健發展。

在優化准入環境方面，全
面 實 現 企 業 開 辦 「1 套 材
料、6個事項、0.5個工作日
內」完成；深入開展企業名
稱 「即報即得」、標準地址
登記、 「一照多址」等試點
改革。全面推行企業全程電
子化登記，有序推進 「跨省
通辦」，2020年在全國首批
實現企業註銷 「一網通辦」和部門
協同。

與此同時，健全監管機制，建成
統一的 「雙隨機、一公開」監管平
台，並與自治區 「互聯網+監管」平
台互聯互通，目前已涵蓋 21 大類、
72 項聯合抽查事項、28 個參與部

門。加強消費環境建設， 「五線合一」以來，全區
12315平台接收處理投訴舉報諮詢76.75萬件，為消
費者挽回經濟損失約1.96億元。

據統計，三年來，廣西新登記市場主體 206.58 萬
戶，同比增長 42.55%；全區實有市場主體 388.2 萬
戶，其中企業實有 100.75 萬戶，首次突破百萬大
關。

拓展開放途徑服務發展大局
廣西大力開展小微企業質量體系認證提升行動，

各類有效質量認證證書累計達到2.91萬張，低碳認
證證書52張，排名全國第二。依託中國—東盟檢驗
檢測認證高技術服務集聚區，加強與香港 STC 合
作，累計幫扶340家企業380款產品通過香港高端認
證，成功進入香港市場並出口30多個國家和地區，
新增產品附加值近35億元。

為助推特色產品 「走出去」，廣西搭建 「互聯
網+展會+地理標誌區域品牌」平台，組織100多個
地理標誌區域品牌參加中國品牌日、中國國際商標
品牌節等重大展會活動。同時，強化知識產權保
護，推動國內國際合作。目前，全區共有211件國際
商標通過馬德里體系在118個國家和地區得到行政保
護。與新加坡等8個東盟國家建立質量技術交流合作
機制，在全國率先將農業標準化示範區建設到柬埔
寨等東盟國家，特種設備檢驗檢測服務拓展到 「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促進中國—東盟貿易自由化、
便利化。

中國—東盟質量服務一站式平台線下業務受理窗口。 楊彪攝

廣西—香港標準及檢定中心有限公司實驗室。 楊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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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加碼惠策穩增長
今年內地GDP料達8%

責任編輯 張碧珊 美編 曹俊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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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即將過去，在世界各
地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背
景下，中國經濟呈現出了極強
的活力。多家機構預計，今年
中國的經濟增速應該在8%左
右。專家表示，為了實現2021
年的 「穩增長」 任務，中國在
宏觀政策層面採取了一系列有
力地措施，支持了經濟的薄弱
環節，為維護經濟的平穩運行
做出了重大貢獻。不過，雖然
全年經濟增速能夠達到8%，
但下半年中國經濟卻由於內外
各種因素，出現了較大的下行
壓力，因此對於未來應有冷靜
的思考。預計明年的政策轉向
將十分明顯，各種要素將進一
步向經濟增長傾斜。

香港商報記者 伍敬斌

在 12 月初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行的 2022 年
《經濟藍皮書》發布會暨中國經濟形勢報告
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謝伏瞻在會上介
紹稱，2021 年中國 GDP 實際增速預計達到
8%左右，超過預期目標，也將高於世界其他
絕大部分主要經濟體。這一預測與其他國內
機構的預測基本相同。而世界銀行昨日發布
的最新報告亦指出，繼上半年強勁反彈之
後，中國經濟活動雖然在下半年有所降溫，
但今年實際GDP增長率將達到8%。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長、植信投資
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
示，雖然 2021 年中國經濟增長能夠達到 8%
是因為去年低基數，但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
的情況下，這一成績仍然值得肯定，中國在

達成這一成績的過程中所採取的宏觀政策也
有很多可圈可點的地方。

連平認為，2021年，在財政政策方面，中
國利用了一些資源來支持薄弱環節，比如保
民生、保就業，通過減稅降費來支持中小企
業等。中小企業大多是製造業企業，所以從
製造業投資的增長也可以看出國家對中小企
的扶持。截止到11月，製造業投資的增速超
過13%，是所有投資中表現最好的，這在全
年是一個亮點。此外，政府還通過發債來支
持基建建設，如果沒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可
能今年基建的投資將會呈現一個負增長，而
目前這一數據仍然是正的。當然，今年的財
政與去年相比，擴張程度沒有那麼大，今年
的財政赤字目標是3.2%，低於去年的3.6%。

貨幣政策方面，連平
表 示 ， 上 半 年 穩 健 偏
緊，流動性和利率以及
信貸等各方面的操作都
可以看出。但到了下半
年 ， 貨 幣 政 策 稍 微 轉
鬆，這包括 7 月和 12 月
的兩次降準。這是因為
政府希望推動有關領域
的信用擴張來保持流動
性平穩的態勢，最典型的就是房地產行業。
因此，貨幣政策也是在不搞強刺激的前提
下，盡可能地維護了經濟的平穩運行。從宏
觀政策的兩個大方面來看，今年的財政和貨
幣政策表現還是穩健有效的。

薄弱環節得到支撐

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宏調政策
料有空間
由於今年下半年顯現的短

板，可以預見明年的政策將會
有一個較大的轉變。國家發改
委副主任兼國家統計局局長寧
吉喆近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表
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 「穩
字當頭、穩中求進」 ，就是要着
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在推動高質
量發展上不斷取得新進展。要積極
出台有利於經濟穩定的政策，繼續實

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
策，加大改革開放，圍繞暢通國內大循

環，持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突破
供給約束堵點，提升製造業核心競爭力。
劉學智認為，從整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的安排來看，2022年在政策方面還是有值得
期待的地方。實際上，2021年宏觀政策還是留

出了較大空間。比如說財政政策，雖然2021年財
政政策算積極，但並沒有完全發力，2022年專項債

的發行有望出現更大的進展以支持經濟的增長。貨幣政
策則仍然會在穩健的基調下進行調整，更多地去支持經濟

的薄弱環節，比如中小微企業。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則表示，如果企業由於對未來前景和

增長缺乏信心，不願投資，就不會產生貸款需求。在這種情況下，即便
增加信貸供應、降低利息率，貨幣需求也不會有很大增加，實體經濟也不會

因貨幣的寬鬆而發生明顯變化。真正能夠發揮刺激經濟增長作用的是財政政策。
連平建議，此前提出的 「雙循環」 戰略仍然需要繼續發力。從國際大循環看，當前外

資、外貿的數據都在20%、30%以上，表現較好，而內地需求仍然薄弱，如要增加需求除了促進消費
以外，收入分配的改革，保就業、保民生也應該是十分重要的工作，這些恐怕需要財政政策的進一步發力。

2022年中國
經濟增長預期

機構

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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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

渣打銀行

滙豐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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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5.7%左右

5.3%

5.6%左右

數據顯示，2021年第三季度，內地GDP同
比增長4.9%，遜預期。交通銀行金融研究院高
級研究員劉學智對本報記者表示，與上半年的
強勁復蘇勢頭相比，下半年經濟下行的壓力陡
然增大，個中原因相當複雜，主要還是經濟需
求偏弱，再加上疫情有所反覆放大了負面效
應，對消費和線下服務業影響明顯。宏觀政策
總體穩健，除了兩次降準，沒有太大的刺激力
度。此外，一些微觀政策也會影響總體的經濟
氛圍，比如說互聯網、房地產以及教培行業的
整治。各方面因素疊加，導致下半年經濟出現
較大的下行壓力。

連平則提出，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出現大幅
上升，導致原材料、運費等價格飛漲，這對
內地造成了相當影響。同時又推行 「碳中
和、碳達峰」的目標，有的地方沒能很好地
領會中央的相關政策，導致執行出現偏差；
有的地方則希望 「雙碳」目標在短期內快速

見效，令煤炭的生產和供應受到很大壓
力，這也導致了煤炭價格大幅上

漲，影響到了電力企業，於是有了限電，企
業不能正常開展大項目。這些都對經濟增
長產生了負面的影響。

另外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房地產，
連平表示， 「三條紅線」規範控
制了房企的槓桿水平，保持合理
負債，標準並不是十分嚴厲，
也 留 出 了 兩 三 年 的 寬 限 時
間。但執行上出現偏差，比
如留給房企兩三年的寬限，
在有些地方就變成了年底達
標，這讓很多房企承受不
了。此外一些地方按揭貸款
也受限，買房貸不到款，掐
住了房企從銷售商品房獲得
資金的渠道。房企的債券市場
也是風聲鶴唳，融資基本切
斷，形成了全方位的融資壓力，
加上房地產本身面臨一個向下調整
的階段，導致行業出現恐慌。

在湖北武漢中國光谷科技會展中心
的 「5G+工業互聯網成果展」 現場。

新華社

在政策 「組合拳」 幫助下，浙江
姚江一家鞋廠獲日漸增長的網絡訂
單，工人加班加點生產保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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