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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式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

1 中国——东盟自贸协议

2002 年 11 月 4 日签署中国 - 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4 年 1 月 1
日实施自贸区“早期收获计划”。2004年 11月签署自贸区货物贸易协议，
并于 2005 年 7 月开始实施全面降税。2010 年 1 月 1 日，中国 - 东盟自贸
区如期建成。（东盟包括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
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

2 中国——智利自贸协定 2005 年 11 月签署。2006 年 10 月 1 日开始实施降税。

3 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
2006 年 11 月 18 日签署。2007 年 7 月 1 日开始实施降税。2008 年 10 月
签署中国 - 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补充议定书。

4 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
2008 年 4 月 7 日签署，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
2008 年 10 月 1 日开始实施降税。

5 中国——新加坡自贸协定
在中国 - 东盟自贸区基础上，2008 年 10 月 23 日签署。新方在 2009 年1
月1日取消了全部自华进口产品关税；中方承诺在 2012 年1月1日前对
97.1% 的自新进口产品实现零关税。

6 中国——秘鲁自贸协定 2009 年 4 月 28 日签署。2010 年 3 月 1 日开始实施降税。

7 中国——哥斯达黎加自贸协定 2010 年 4 月 8 日签署。2011 年 8 月 1 日开始实施降税。

8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

经贸关系的安排
2003 年 6 月签署，以后每年都继续谈判签署补充协议，目前已经签署了
10 个补充协议。

9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

经贸关系的安排
2003 年 10 月签署，以后每年都继续谈判签署补充协议，目前已经签署
了 10 个补充协议。

10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2010年 1月 26日正式启动商签工作，6月29日签署，9月12日正式生效。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大陆对原产于台湾地区的早期收获商品实施第一步
降税。

11 中国——冰岛自贸协定
2013 年 4 月正式签署，自协定生效之日起，冰岛对从中国进口的全部
工业品和大部分农产品实施零关税，这些产品占中国向冰岛出口总额的
99.77%。

12 中国——瑞士自贸协定
2013 年 7 月正式签署，根据协定，按照 2010 年双边贸易额测算，瑞方
立即对中方 99.7% 的对瑞出口产品实施零关税，双方参与降税的货物贸
易额比例超过 96%。

13 中国——韩国自贸协定
2015 年 6 月正式签署，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 17 个领域议题，是
我国迄今对外商谈的最为全面的自贸协定。

14 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协定
2015 年 6 月正式签署，双方货物贸易中的绝大多数产品都将最终实现零
关税，是迄今为止我国签署的关税自由化水平最高的协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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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铁血岁月 看赣鄱变迁
本刊记者|雷艳

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和巩固华中敌后战

场，创建和发展起地跨江苏、浙江、安

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七省的华中

抗日根据地，为坚持和发展华东革命斗

争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抗战最后胜利做

出重大贡献。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

军驻赣办事处在南昌期间，广泛开展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活动，恢复

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输送大批热血青

年奔赴抗日前线，领导南昌人民开展了

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使沉寂的南

昌变成了南方的延安，成为华中抗日的

中流砥柱。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

色”。如今抗战的硝烟早已散尽，新的昌

盛之城正在崛起。

2013 年，南昌市出台《把南昌打造

成带动全省发展的核心增长极规划》，

以省行政中心、洪都集团、方大特钢搬

迁和地铁建设为契机，加快主城区西

跨、东进、北控、南拓、中兴的步伐，加

快形成以赣江为主轴、以城市中心区为

核心的“一江两岸、一核五组团”的现代

化大都市框架，推进南昌市进一步向滨

江临湖城市、交通枢纽城市和中部地区

重要的中心城市转变。“2014 年，南昌

市财政总收入突破 600 亿元，年均增长

20.6%，按照打造核心增长极要求，强力

推进‘大投入、大建设、大发展’，积极

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强管理，不断

加快打造全省核心增长极的步伐。”南

昌市财政局刘凯向记者介绍道。

产业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基础支撑。

南昌市财政围绕加快产业发展的要求，

积极整合资金，加大财政投入，创新

扶持方式，有效促进了全市产业发展。

2013 年起，以昌工控股为依托，由市财

政投资设立产业投资引导基金，运用市

场化的风险投资、债权投资、股权投资

等方式支持产业发展，截至 2014 年，市

本级财政已累计向基金注入 15.2 亿元。

为加大扶持力度，从 2009 年起，南昌市

整合市级各项支持产业发展的专项资

金，专项用于对重点产业、项目、企业

的扶持，2014 年，该项资金规模已经扩

大到了 17.34 亿元，年均增长 40%。着力

扶持重点项目，2009—2014 年，市本级

财政累计安排扶持企业发展专项资金74

亿元，累计拨付 48.4 亿元，有力支持了

全市高新产业项目建设。积极筹集国有

企业改革资金 40.51 亿元，累计拨付改

革资金 38.34 亿元，确保国有企业改革

工作顺利开展，释放企业发展活力，促

进企业转型升级。

提升城市管护，优化城市面貌，成

为南昌打造核心增长极的空间支撑。从

2012 年起，积极整合市直行政事业单位

的资产并注入平台公司，目前已累计注

入平台公司的资产规模达 184.3 亿元。

市本级财政积极整合预算内资金、土地

“游击九德瑞昌永武边，号角一声

喊，奋起保家园。歼倭寇，杀汉奸，忠义

谱云天……精忠保国土，誓死为人民，

终叫倭寇全覆没，打倒大和魂。”这首激

荡人心的赣北游击队队歌，曾在南浔线

上的岷山抗日根据地广为传唱。

南 昌 会 战、上 高 会 战、浙 赣 会

战……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

军，八年抗战的铁血岁月，赣鄱大地上

无数英雄儿女前赴后继。在江西组建起

来的新四军和游击队高举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爱国旗帜，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

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为抗战全

面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为纪念抗日战

争胜利 70 周年，本刊记者走访了江西南

昌等革命老区，记录发生在这片红土地

上的发展变迁。

热血南昌  引赣北崛起

坐落在南昌市三眼井友竹路 7 号的

新四军军部旧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两大主力部队之一——新四军的诞生

地，斑驳的墙壁，古老的拱门，当年有

多少热血男儿从这里踏上抗战的征程。

1938 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项英、陈毅

等同志在南昌成功组建了新四军并指挥

开赴华中敌后抗战，使南方八省 14 个

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汇聚成一支英勇的

新四军部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当时

抗战形势，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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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市政设施配套费等政府性基金、

上级专项资金等各类资金，支持重大重

点项目建设，市级重大重点资金投入

由 2009 年的 12.7 亿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49.6 亿元。另外，累计争取地方政府债

券额度 70 亿元，其中用于轨道交通 52

亿元，占总量的 74.3% ；争取轨道交通

项目世界银行贷款 2.5 亿美元，国开行

棚户区改造专项贷款 212.5 亿元，启动

“旧改棚改”项目 97 个。通过多方努力，

建成了轨道交通一号线、快速路网、老

城区改造提升系统工程等一大批市政公

用基础设施，有效地改善了城市基础设

施，提升了城市承载能力。

位于赣江之北的红谷滩新区，十年

前还是阡陌农田、冷僻乡间，如今却高

楼林立、繁华热闹，这片从零开始建设

的新区已成为南昌的政治中心区，被誉

为“南昌现代化建设的缩影”、“中部崛

起的象征”。南昌市以国际化思路结合

本地特色探索城市发展新模式，高起点

规划建设基础设施，高标准发展高新技

术产业和现代化服务业，将红谷滩新区

打造成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新城区，

国际区域性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现

在，红谷滩新区正作为城市建设的重点

发展地区和现代文明花园式英雄城市的

标志性区域，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投资

者的广泛关注。

光照临川  品文化抚州   

“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这是

诗人王勃在其千古名篇《滕王阁序》中

盛赞抚州的佳句。抚州自隋朝建州以

来，距 今 已 有 1400 多 年 的 历 史，素 有

“才子之乡”、“文化之邦”的美誉，涌现

了晏殊、曾巩、王安石、陆九渊、汤显祖

等一大批对中国历史文化有深远影响的

名儒巨公。就是这样一座千年古城，在

抗日战争期间也饱受日军的摧残。1939

年 3 月，侵华日军占领南昌后，日军飞

机多次对抚州等地实施空袭。据文献资

料记载，日军侵略抚州期间，抚州人民

伤亡 33192 人，房屋烧毁 27006 栋，财产

损失 618.46 亿元。抗日战争期间，在中

国共产党“团结抗日”主张的感召下，抚

州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此起彼伏，异常高

涨，各地民众机智勇敢与日军进行顽强

地斗争，并运用游击战，不断骚扰袭击，

使日军受到重创。

七十多年沧桑巨变，如今的抚州已

发展成为著名的宜业、宜居、宜游“三

宜”城市。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抚州成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9 个设区市

之一和海峡西岸经济区 20 个设区市之

一。近年来，抚州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随着济广高速、鹰瑞高速等铁路开工建

设，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络正在形

成，越来越完备和成熟的基础设施、产

业基地的建成，使抚州成为中部经济最

活跃的地区之一。

华灯初上，漫步在抚州城南新区的

文化园，四支如椽巨笔在煜煜光照下，

正隐喻了汤显祖的代表名作“临川四

梦”。这座占地面积 200 亩的文化园，代

表性建筑有汤显祖大剧院、博物馆、图

书馆和文化艺术广场，成为弘扬抚州优

秀文化，展示抚州文明进步的窗口。良

好的文化底蕴，不断完善的文化设施，

使抚州文化建设丰富多彩。2014 年，全

市共送戏下乡 1488 场，参演人次近 4 万

人次 ；自办文体活动 643 场，参与人数

7 万多人次 ；全市博物馆、纪念馆举办

各类展览活动 60 多个，接待参观人员

150 万人次 ；全市图书馆接待读者 60 万

余人次 ；全市各级文化馆积极开展文化

“六进”工程，共举办文艺演出、展览近

1000 场，参与市民 100 多万人次，举办

各类文化培训班 100 多期，培训人员过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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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举办了首届抚州汤显祖国际京剧

票友艺术节，引进国内外高雅艺术及演

出，丰富了全市艺术演出市场，推出一

大批体现临川文化特色的作品。

2014 年，抚州入选国家园林城市，

典型的山地、丘陵地貌，生态环境优势

明显，现有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 4

个，国家级、省级森林公园 6 个 ；人均

公园绿化面积达到 16.6 平方米，城市绿

化率达到 43.4%，环境综合评价居中部

地区第一，森林覆盖率高达 64.5%，被

誉为“天然大氧吧”。

红色故土  看赣南振兴

赣 州 是 江 西“ 南 大 门 ”，又 称“ 赣

南”，素有红色故都之称。这里是原中央

苏区的主体和核心区域，是二万五千里

长征出发地、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心区

域。抗日战争期间南昌沦陷，赣州成为

江西抗日救国的后方重镇和抗日救亡运

动的中心，中共赣南特委号召群众参加

壮丁队训练，武装起来，抗击日军，保

卫家乡。从这里走出去的 14.8 万赣南儿

女，奔赴前线抗日杀敌，为抗战胜利和

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

受战争创伤及自然地理环境等多

种因素影响，赣州经济社会发展一直滞

后，是全国较大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

区。2012 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赣南

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 这

是国家战略层面支持赣南苏区振兴发展

的顶层设计，为加快老区脱贫致富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机遇。走进瑞金

市叶坪乡黄沙村史馆，一张张历史照片

诉说着这片土地的贫瘠。黄沙村华屋组

119 户中有烈属 42 户，五保户、低保户、

低保边缘户和贫困户等四类家庭共有 61

户 203 人，分别占全组总户数的 51% 和

总人口的 43%。“整个村庄有 103 户蜗居

在土坯房里，没有燃气灶、卫生间，近百

户人家连电视机都没有。”瑞金市财政局

宋小毛向记者介绍道。《若干意见》出台

后，黄沙村被列为省级扶贫工作村和赣

州市农村危旧土坯房建设示范点。目前，

共拆除土坯房 91 户 237 间，13000 余平

方米，规划一期建房 66 户，现已全部完

工。如今，华屋蛤蟆岭后山上 17 棵烈士

“信念树”依旧枝繁叶茂，苍翠挺拔，山

下一栋栋青砖白瓦独栋小楼拔地而起，

华屋成了集假日休闲、乡村旅游、革命

传统教育于一体的示范村落。

自 2012 年实施规模空前的农村危

旧土坯房改造工作以来，赣州市累计争

取中央、省专项资金 59.71 亿元，市县

政府投入 32.82 亿元，带动农民自筹资

金和社会投资 647.83 亿元，拉动内需约

1587.6 亿元。目前，全市 69.52 万户、263

万农民告别透风漏雨的危旧土坯房，红

军和烈士遗属遗孀及后代全部住上新

房。此外，278.4 万农村人口喝上干净卫

生的放心水，新建改造农村公路 8209.2

公里，广大农民不再“出门三步羊肠道，

百里千斤靠肩挑”；农村电网改造资金

投入增加 2 倍多，完成低电压治理 41.39

万户，近 300 万人结束“冰箱成杂物柜、

电灯像萤火虫、电扇转不动”的苦恼生

活，7.1 万户不通电山区群众告别祖祖

辈辈点煤油灯、用松明子照明的历史，

18.65 万户农民看电视难问题得到解决。

2012 年以来，赣州整合投入民生类财政

资金达 800 亿元，民生类支出占财政总

支出近六成，年平均增幅 23%。

“住得好还要留得住。房子建得再

好，没有产业支撑，农民也安定不下

来。”赣州市财政局戴笑慧介绍说。“土

坯房改造不是单一的拆建，而是要结合

赣州农村山、水、田、园、路等自然条

件，科学选址，统一规划。同时，还要

整合各部门涉农项目资金，培育特色产

业。”华屋村民兴办了东升蛋鸡养殖专

业合作社和黄沙坑尾特种农产品合作

社，实行“党支部 + 合作社 + 农户”模

式，对全村土特产品进行统一收购、统

一包装、统一销售，引导农户互助合作、

抱团发展，增强抵御市场风险能力，提

高经济效益。目前，华屋种植毛竹 1200

亩，大棚蔬菜 72 亩，烟叶 160 亩，养蜂

240 箱，形成了山上种毛竹、田间地头

种烟叶养蜜蜂、房前屋后养土鸡的产业

发展格局。

赣州市于都县积极探索“电商 + 扶

贫”发展新路径，走出了一条革命老区

脱贫致富的新路子，形成了全方位、全

覆盖、多元化电商扶贫新格局。为破解

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于都县采取“农

民 + 合作社 + 电商企业”、“农民 + 电商

企业 + 虚拟农场”等模式，加强对脐橙、

盘古龙珠茶、珍珠粉等特色农产品包装

与营销。组织绿色生态农产品参加阿里

巴巴“天天特价”栏目，与 1 号店合作建

立了“1 号店于都馆”。探索建立农产品

质量安全溯源体系，先期在 8000 亩脐橙

果园开展产品质量溯源体系建设试点，

带动 300 余户农户参与，推动农产品安

全质量保障和农产品附加值提升。作为

全国首批电子商务进农村试点县，率先

与阿里巴巴集团开展战略合作，28 天内

建成了农村电子商务县级运营中心，目

前已开设 80 个淘宝村级服务站，辐射了

全县所有乡镇。京东、一亩田、居无忧、

农村 e 邮等 10 余家电商企业陆续进驻于

都。目前，于都已发展个体网店3966家，

今年全县新增工商注册电子商务企业75

家，新增微店 2667 家，全县电商交易额

突破 42 亿元，带动 15000 余名贫困群众

参与物流配送、企业服务等相关就业，

为增收脱贫拓宽了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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