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12月 15日电 为

落实中美双方近日关于经贸问题的
磋商结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

例》等法律法规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

计划于 12月 15日 12时 01分起加
征关税的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

品，暂不征收 10%、5%关税，对原产
于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继续暂停加

征关税。除上述措施外，其他对美加

征关税措施继续按规定执行，对美

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继续开展。
中方希望，与美方在平等和相

互尊重的基础上，共同努力，妥善解
决彼此核心关切，促进中美经贸关

系稳定发展。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暂不实施
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措施

    本报讯（记者 叶薇）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

昨天宣布，我国气象卫
星专家、中国工程院院

士、上海航天技术研究
院首席高级技术顾问孟

执中，12月 14日因病于

上海去世，享年 84岁。
1969年，孟执中和

十几位科研人员一起参
加上海卫星队伍的组

建。孟老曾说：“没有实
验室，也没有一台仪器。

当时有农民住在里面养
猪养鸡，所以有人开玩

笑说我们住在‘养猪新
村’。”没有相关人才，就

从基础知识开始培训新
人；没有试验设备，就一

件件去“化缘”；没有研
制经验，每走一步试一

步⋯⋯就这样，老一辈
上海航天人实现了上海

卫星事业的从无到有的
突破，培养出一批又一

批优秀的卫星人。
孟执中早期致力于

自动控制及计算机系
统研究，主持建成东方

红一号卫星地面测控
中心和台站计算机系

统；负责长空一号卫星
研制，制定计算机程控

方案并组织了首台计算
机研制。

1970年，由上海市组织有关
部门开展太阳同步轨道气象卫星

的研制。“搞我们自己的气象卫
星”，也成了孟执中毕生为之奋斗

的梦。1979年起，孟执中主持我

国第一颗“风云一号”气

象卫星的研制，任总设
计师。

研制卫星绝非一路
坦途。1988年我国第一

颗风云气象卫星———风
云一号 A星发射，但 39

天后卫星姿态失控，此

后发射的 B星在轨运行
165 天，未达到设计寿

命。孟执中曾回忆：“我
当时站在塔架上，那份

难堪和窘迫，真想从塔
架上跳下去。”面对难

关，他没有退缩，“一定
要在退休回家前，搞出

一个圆满的结果”。在孟
执中带领下，1999 年、

2002年，我国成功发射
风云一号 C星、D星，性

能达到当时国际同类卫
星的先进水平，并被世

界气象组织列入世界业
务气象卫星序列。

风云一号研制成功
后，我国开始进行第二

代极轨气象卫星———风
云三号的研制。孟执中

的“追星”之路依然不停
歇。他主持风云三号研

制，卫星性能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推动我国气

象卫星事业从无到有、

从跟跑并跑走向领跑，
迈入气象强国行列。

一生“风云”，两代

卫星，孟执中用一生诠释航天报

国初心。他总对后辈说：“一个人
活着，总要对国家、社会和人民有

所贡献，有所作为，那么到生命终
止时，才不会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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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新年的钟声就要敲
响，“时”“势” 俱备的临港新片区即
将迎来出生以来的第一个完整年。

“开局就是决战、 起步就是冲刺”的
号角声言犹在耳， 临港新片区已为
未来一年的重点项目 “敲小黑板”。

过去四个月里，临港推出包括人才、

产业、土地等一系列特殊新政，政策
之“重磅”每每引起强烈反响；在新
的一年里， 临港新片区如何在亮出
“特”字名片后，做实“特”字内功，成
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130个项目、500亿元投资，一
批重大项目将“领跑”临港新片区。

和人们印象中临港大项目以高
端制造业为主不同， 列入 2020年
“名单”的大项目聚焦高端产业与科
技创新、市政交通、生态环境、社会
民生四大领域，在 119.5平方公里
先行启动区， 突出重点区域土地出
让和功能开发，既有人们熟悉的“特
斯拉汽车”“积塔半导体” 等明星项
目，也有自贸区快线、S3等使“条条
大路通临港”的建设，“老小事”同样
让人牵挂，幼儿园、小学、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养老院等建设都有了明
确的时间表。

临港的“特”，彰显在这些重大
项目“领跑者”上，它们是落实新片
区使命任务的显示器、 保障新片区
固定资产投资的稳定器和新片区高
质量发展的推进器， 也是让企业获
得感最强的产业发展“风向标”。 临

港新片区揭牌三天后， 上海临港智
能网联汽车综合测试示范区正式开
园，满足自动驾驶集卡、乘用车、公
交车、 城市作业车等不同类型车辆
的系统定型、传感器标定、无人系统
性能等多方位测试需求。如今，这个
区域已集聚 20多家自动驾驶企业
进行测试环境应用。 商汤科技联合
创始人杨帆说， 依托上海临港智能
网联汽车综合测试示范区， 公司的
自动驾驶汽车得以开展路测， 已经
“跑了几千小时、几万公里”，临港新
片区为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广阔的应

用场景和应用环境，“将成为人工智
能领域关键发展枢纽。 ”

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院院长
何万蓬给心目中的临港新片区起了
个时尚的名字———全球风尚自由
城。在他看来，临港要成为上海发展
的新动能，在“人无我有”上下功夫，

关键要素就是开放经济、消费社会、

科技创新、多元文化和智慧治理，而
对比国外的自贸港，临港的“特”是
便利化， 核心竞争力应当就是 “自
由”。 支撑起“自由”的，是独特的制
度创新。 从临港新片区揭牌几个月

来的实践来看， 临港的制度创新常
常起于个案，但归于制度，成为“放
之临港皆准”的制度突破“主攻手”。

人们熟知的 “特斯拉”“新奥五天四
证”之后，“临港速度”广为人知；但
临港并非“特事特办”，而是将这种
个案速度转化为制度化的常态、普
惠版的企业福利。

临港新片区要建设成为具有国
际市场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特”还要体现在其承担的“压力测
试区”功能，破解上海自贸区成立以
来孜孜以求， 但尚未完善的事中事

后监管制度。“双十一”，临港新片区
“一网通办 1.0版”正式启用，全部
审批服务事项均可全程网办， 让企
业办事，像网购一样便利。 在办事便
利上实现新突破后，临港还有一个大
目标，要“放得开”也要“管得住”———

在 2.0版中，将创新监管方式，完成
“互联网+监管”信息化建设，通过发
挥风险防范的智能识别作用， 成为
新片区进一步扩大开放进行压力测
试的“防火墙”和“压舱石”。

特殊人才政策的效应， 将在未
来的日子里积蓄、爆发。“双十二”签
订的“海创计划”，对人才如饥似渴
的临港迎来源源不断的 “新鲜血
液”。 计划中，重点发挥中国海归创
业联盟及牵头专家的国际影响力，

在短时间内聚集一批世界一流水平
的科学家研发团队， 吸引一批关键
产业化项目落户。力争五年内，在新
片区助推更多海归人才所创办的龙
头企业在科创板或生物板等上市，

打造产值千亿人民币、 市值千亿美
元、 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创新型高端
产业集群基地。

风从哪里来？ “如果说 80年代
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 今天的我
们将更加切入到一个国家重大发展
战略当中， 这就是上海自贸区临港
新片区。临港是一个风口，在未来的
20年、30年，将会遇到更多、更大
的机会。 ”临港人说起未来，信心满
满。当你为错过太阳而流泪时，那你
也将错过星星。

临港 2020，路在脚下，路在
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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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港做实“特”字内功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5 日电
多位业内人士 15 日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中美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文本达成一致对外释放积极信号，
有利于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市场的

不确定性风险在收敛，对中美两国
经济和世界经济都是利好。

“这意味着中美作为全球最大

的两个经济体，是可以通过对话和
协商方式来逐步解决经贸分歧、扩

大共识的，既有利于提振中国经济
发展信心，也有利于美国经济，对于

世界经济也是利好。”北京大学光华
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说。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
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马骏

说，中美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
达成一致，其积极意义之一是避免

两败俱伤的经济冲击，为明年两国
经济相对稳定的发展提供基础，也

减少全球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
协议好不好，市场和企业说了

算。“这对市场而言无疑是一个好消

息。”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
说，近日美股、A股的上涨等都是市

场对双方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
预期和反应。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

普遍认为风险有所下降，这有利于
股市、债市、汇市等更加平稳运行。

“加征的关税由增到减，对国内

外贸企业出口修复肯定有积极作
用。”来自江苏的恒润进出口有限公

司总经理俞敏说，中美第一阶段经
贸协议的达成，让企业更有信心向

前发展，国家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一系列部署也让企业发展的动力

更足。“希望良好态势保持下去，让
外贸和制造业企业发展更有底气。”

根据中方关于中美第一阶段经
贸协议的声明，中方企业按照世贸

组织规则和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增
加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进口优

质、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
扩大农业领域的贸易合作是其

中重要方面。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

商会副会长于露表示：“第一阶段协
议文本达成一致，对农产品出口和

进口都是互利共赢，是企业愿意看
到的成果，双方都能获得好处。”于

露认为，中美农业互补性强，大豆、
猪肉、玉米等是美国优势农产品，一

旦协议实施，我国相应增加自美进

口，利于填补国内农产品供求缺口。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无论面对

怎样的挑战，推动经济行稳致远的
关键都在于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练

好内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研究员陈凤英说，中方此次声明中

所透露出的改革方向，都是中国既
定的方针，是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

“不管新阶段的中美经贸磋商走向
如何，改革开放始终是中国自己的

选择，是为了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
展和人民更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为

了打造中国未来发展竞争力，而不
是做给其他国家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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