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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个大宗商品资源
配置枢纽落地浙江

11月 13日，国务院关于《中国

（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宗商品

资源配置枢纽建设方案》的批复正

式发布，全国首个大宗商品资源配

置枢纽落地浙江。

根据批复要求，《方案》实施要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主动对接国际

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推动大宗商

品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有效发

挥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的

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全面

提升大宗商品资源配置能力。

自由贸易试验区承担“为国家

试制度、为地方谋发展”的使命。

“这是全国首个以大宗商品资源配

置枢纽为核心的重大改革，也是国

家交给浙江的战略任务。”浙江省

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浙江将探

索推进储运、加工、贸易、交易全产

业链发展，全力打造大宗商品资源

配置枢纽，为国家贡献更多浙江力

量。

近年来，浙江持续推动大宗商

品全产业链制度性开放，加快打造

以油气为核心的大宗商品资源配

置基地。围绕油气储运、炼化、贸

易、交易等环节形成制度创新成果

125 项，全国复制推广 32 项。当

前，舟山片区和宁波片区国家储备

原油保障能力已占全国四分之一，

成为全国最大的能源保障基地，投

产形成全国最大、全球第二的炼化

一体化项目，构筑起全国最活跃的

油气产业发展高地。

在此基础上打造枢纽，有三方

面重要意义：提升大宗商品储备能

力，强化对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的支

撑保障；提升同国际高标准经贸规

则对接水平，强化我国在大宗商品

国际市场的价格影响力；通过推进

储备运输与加工交易相结合，提升

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影

响力。

“油气是枢纽建设的重要领域

之一。接下来，浙江自贸试验区将

在更多大宗商品领域进行探索。”浙

江省商务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发力更多领域，浙江有底气。

农产品领域，舟山是我国重要的进

境粮食指定口岸，粮食中转物流量

占全国的17%；大宗商品数字化领

域，浙江已经建成了全球能源化工

行业首个多场景可信数字仓单平

台，成功解决“大宗商品作为动产

的产权确认”这一全球性难题……

下一步，浙江将以制度创新为

核心，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

则，持续推动大宗商品投资贸易自

由化便利化；构建大宗商品资源配

置枢纽建设工作机制，高质量推动

各项任务落实，打造具有区域竞争

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大宗商品资源

配置枢纽。

（来源：浙江日报）

中拉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在秘鲁和巴西举行

中拉系列文化交流活动近日

在秘鲁和巴西举行。丰富多彩的

文化活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增

进中拉民心相通。

6 日，2024 中拉文明对话在

秘鲁首都利马举行。来自中国和

秘鲁、阿根廷等10余个拉美国家

的 150 余名政要、专家学者及工

商界人士等，围绕论坛主题“文

明传承与现代化发展”进行研讨

交流，为中拉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与传承发展、携手同行现代化之

路提供智力支持、探索合作路

径。

同日，秘鲁“中国时段”暨

“中国视听展播月”启动仪式在利

马举行。此次秘鲁“中国时段”的

签约和启动，是在拉美国家开通

的第四个“电视中国剧场”，将为

广大秘鲁观众带来《三体》《山海

情》《玫瑰的故事》等数十部中国

优秀视听节目。当天，活动现场

举行了《三体》西语版拉美地区

首发仪式和《三体》配音秀展示、

《鸟瞰新重庆》国际版首发式，以

及“光影新重庆”影像展等系列

活动。

11日，《美丽中国 美丽巴西》

画册首发式暨图片展开幕式在巴

西里约热内卢举行。该画册及图

片展以“不以山海为远 中国巴西

携手前行”为主线，通过“岁月悠

悠 山河远阔”“人文荟萃 文明交

响”“砥砺前行 互鉴共进”“跨越

山海 同谱新篇”四部分，集中展

示中国与巴西两国的自然风光、

历史文化、经贸往来、人文交流、

合作成果等内容。

12日，“中巴青年故事会”在

巴西圣保罗大学举办，200 余名

巴西圣保罗大学师生和各界人

士就深化中巴人文交流展开热烈

讨论。当天，圣保罗大学还举办

了“巴西青年看中国”优秀作品

展映。

（来源：新华网）

联合国机构报告：

一氧化二氮排放增速超预期
危及气候目标和人类健康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

粮农组织 12 日联合发布的最新

报告显示，一氧化二氮这种强效

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增长速度超过

预期，正在加速气候变化，破坏

臭氧层，危及《巴黎协定》的温控

目标，并对公众健康构成严重威

胁。

这份名为《全球一氧化二氮

评估》的报告是在阿塞拜疆首都

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

（COP29）上发布的。报告说，一氧

化二氮排放主要源于农业活动，

是第三大温室气体，它使地球变

暖的能力约为二氧化碳的 270

倍。

报告强调，需要立即采取行

动，遏制一氧化二氮这种超级污

染物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如果

不采取行动大幅减少一氧化二氮

排放，就没有可行的途径实现《巴

黎协定》提出的将全球升温幅度

控制在 1.5摄氏度内的目标。与

此同时，采取积极行动减少一氧

化二氮排放还将显著改善空气质

量，有助于在 2050年前防止全球

多达2000万人因空气质量差而过

早死亡。

报告还指出，一氧化二氮是当

前排放到大气中的最主要的消耗

臭氧层物质，积极应对一氧化二氮

排放将有助于臭氧层的持续恢复，

避免未来全球有大量人口暴露在

有害的紫外线照射水平下。

联合国粮农组织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和环境办公室主任卡

韦·扎赫迪在一份公报中说，解决

一氧化二氮排放对于确保可持

续、包容和有韧性的农业至关重

要，并有助于各国实现气候和粮

食安全目标。正如该评估报告所

指出的，减少一氧化二氮排放可

以通过提高农业中氮肥利用效率

和减少过度施氮肥来实现。

（来源：新华网）

金融支持力度持续加码
低空经济商业化进程加速

记者从上海数据交易所了解

到，11月 13日，海宁市低空+经济

城市综合数据资产挂牌暨融资启

动会在上海数据交易所举行。

据悉，在数据资产交易市场成

功挂牌海宁市低空+经济城市综合

数据资产，价值突破 2亿元；基于

数据资产的融资，将重点用于海宁

市低空经济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积极拓展低空经济多领域场景

应用、业务模式向外输出等方面，

着力打造低空经济现代服务业新

增长引擎。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

院副院长董青马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将低空经济产业发展与数

据资产变现融合起来，既为“掘

金”数据资源开拓了新模式，也为

低空经济项目融资谋划了新方

式。当前，我国值得关注、培育的

新增长点众多，上述有益尝试后续

或将得到推广。

各路资本“掘金”低空经济

伴随“低空+”应用场景的不断

开拓，低空经济背后的金融支持链

条也逐步成长壮大。除以低空经

济+数据资产打“组合牌”取得融

资方式外，低空经济+融资租赁的

模式也已取得突破。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已有

多家金融租赁公司及融资租赁公

司开始布局低空经济。例如，江西

省赣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于 7月

份落地了低空经济项目。

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特约

研究员田惠敏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低空经济相关经营主体设备

购置资金需求量较大，与融资租赁

服务有较好的契合度。融资租赁

在低空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无人

机制造、市场服务等领域都大有可

为。

同时，多地低空经济产业基金

也扎堆成立。年初至今，已有苏

州、无锡、北京、广州、武汉、成都

等至少十二地成立或宣布成立低

空经济产业基金。其中，仅 11月

份，就有珠海、深圳两地官宣。

记者梳理发现，十二地所设基

金从1亿元到 200亿元不等，总目

标规模已超 904 亿元。田惠敏分

析称，考虑到基金的使用效率和其

对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产业基金

规模应该与当地低空经济的发展

需求、产业基础、企业规模等因素

相匹配。

低空物流将受益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各路资本

持续流向低空经济，会促进其商业

化进程加速演变，推动众多“低

空+”应用场景进一步落地。其

中，作为当前备受关注的细分领域

之一，低空物流将受益。

11月 6日，在第10届快递“最

后一公里”大会上，国家邮政局副

局长陈凯对快递行业发展提出四

点倡议，提出支持发展无人配送、

低空物流等新业态。11月4日，山

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山东

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

方案（2025—2027年）》提出，“构建

无人机智慧物流体系。支持济南、

青岛、东营、烟台、临沂、滨州等市

依托龙头物流企业，研究低空物流

解决方案”。11月11日，深圳市交

通运输局发布《关于促进现代物流

业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措施（2024—

2026年）》，提出“形成低空经济产

业集聚区，到2025年实现物流运输

起降点规模突破420个”。

此外，多地对低空物流的探索

正在开展。例如，11月12日，在武

汉，装配快递盒的无人机在汉口北

低空港无人机停机坪起飞。自此，

全国批发市场首个低空物流基地

启动常态化运营。据了解，汉口北

低空港首期开通了5条低空物流航

线，未来将逐步覆盖武汉主城区。

透镜咨询创始人况玉清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资金支持、政

策鼓励叠加实践端的积极探索，将

为低空物流打开更广阔的市场前

景。“考虑到安全、成本、合规性等

问题，低空物流的规模化应用可能

最先在两个场景取得突破，一个是

跨城运输，另一个是农村物流。”

“低空物流有望逐步改变我国

物流格局，其在发展中遇到的问

题，需要多方共同应对、合力解

决。重要的是要敢于尝试和探索，

从这个角度看，继续在更大范围内

以试点方式探索低空物流的深层

次发展，或许会是一个不错的选

择。”中国物流学会特约研究员解

筱文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来源：证券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