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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重申防疫物资出口未设限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刘瀚琳）4月26日，在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中国限制出口的

猜测，商务部外贸司司长李兴乾回应表示，中国政府一直

用各种方式和途径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提供力所能及的

支持和帮助。中国从来没有限制防疫物资出口。目前，全国

31省区市通过市场化采购方式，已向191个国家和地区出

口了防疫物资。

据介绍，目前各国在中国商业采购防疫物资的渠道完

全畅通。根据商务部业务统计，截至4月25日，74个国家和

地区、6个国际组织与我国签署了192批次医疗物资商业

采购合同，累计金额14.1亿美元；72个国家和地区、8个国际

组织正与我国企业开展129批次商业采购洽谈。

“我们由衷期待世界各国人民早日渡过难关，所谓‘中

国限制出口’完全是曲解和误读。”李兴乾说。

据海关总署综合业务司司长金海透露，3月1日-4月

25日期间，全国共验放出口主要防疫物资价值550亿元，

包括口罩211亿只、防护服1.09亿件、护目镜3294万副、病

人监护仪11万台、红外测温仪929万件、外科手套7.63亿

双。“主要防疫物资出口从4月初的日均10亿元，到中旬的

20亿元，再到近期的25亿元以上，说明我国主要防疫物资

出口呈明显的增长态势。”

在保障渠道畅通、扩大防疫物资出口的同时，确保防疫

物资质量安全也成为近期市监等部门的工作重点。继3月

31日，商务部、海关总署、药监局发布的5号公告后，4月25日，

商务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12号公告，进一步明

确加强非医用口罩监管措施，要求出口方和进口方要签订共

同声明，确认有关的质量标准以及双方的责任；规范医疗物

资出口秩序，对取得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新型冠状病毒检

测试剂等医疗物资生产企业，商务部委托中国医药保健品进

出口商会组织专家确认后，相关产品可以出口。

“目前非医用防疫物资，特别是非医用的口罩出口量

较大，而中外在质量标准、使用习惯等多方面存在差异，产

生了一些质量方面的疑问，也出现了医用和非医用产品用

途混淆的现象。”李兴乾表示。

据悉，12号公告落地后，企业在出口报关的时候，除提

交电子或者书面出口方和进口方共同声明外，其他通关手

续及流程没有变化。对声明符合国外质量标准的，海关凭

商务部提供的企业清单验放；对不在市场监管总局提供的

企业清单内的，海关接受申报，予以验放；海关方面已在

“单一窗口”专门增加了提示选择功能，方便企业操作；对

于手续齐全、如实申报的企业来说，不会影响正常通关。

近期，海关总署公开通报了两批违法违规出口医疗物

资的典型案例，主要涉及伪报瞒报、涉嫌逃避出口商品检

验等案例。金海再次提醒出口企业，在出口报关时，必须严

格履行如实申报的责任。

“口罩等防疫物资出海乱象频出，国内防疫物资制造

企业需走正规流程完成资质认证等程序，不要轻信民间快

捷认证等虚假广告宣传。”英标管理体系认证（北京）有限

公司张乐润证实，当前国内防疫物资监管确在逐步收紧，

一批虚假认证代理机构已被记入海关“黑名单”，眼下海

外认证机构名单更新在即，全球防疫物资流通门槛也将越

来越高，出口标准或更严。

重点关注

惊魂9小时
三问当当抢章夺权

4月26日，整个互联网的焦点都落

在了当当身上，从早上9点34分，当当

创始人李国庆上门抢章、罢免当当董事

长兼CEO俞渝，到下午4点当当发布几

十枚公章作废、就李国庆抢章报警的声

明，再到当当副总裁阚敏晚间的情况说

明。20岁的当当再次因为创始人内斗

成为关注点，这已经是李国庆俞渝系列

故事第二季，上一次引发全网关注在

2019年10月因离婚引发的股权风波。

自2016年完成私有化，当当就负面消

息不断。这9小时之后，当当也大概率

不会风平浪静，尽管这并非当当员工、

股东和用户所乐见。 （见3版）

■ 股东会是否合法

■ 管理层支持谁

■ 是否会裁员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七次会议
现场出席和网络视频出席相结合 审议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时间决定草案的议案

“五一”假期前的最后一周，商场开始频繁发放消费券来吸客。
与以往不同，这次消费券的玩法被重度开发，以极为强烈的数额刺
激消费者，如“1元购880元”。数字的刺激是给消费者的福利还是噱
头？商场在线上发放消费券的背后，还有哪些更长远的意图？

商场节前频发券 福利还是噱头5版“没生意也得开着店，每天做个一两单也好。”一句无奈感慨，
某种程度上映射了当下复工复产的窘境。目前，全国规模以上企业
复工程度达到99%。然而，复工不等于复产，尤其是对中小微企业而
言，受制于订单需求减少、资金链紧张，产能恢复有限。

求解复工难复产2版

据新华社电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4月26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栗战书委员长主持。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出席和网络视频
出席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常委会组成人员123人现场出席会议，47人通过网络视频方式出席会议，共170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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