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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近日印发通知，2021年将调

整部分进口商品的最惠国税率、协定税率和暂定税率。

为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高

供给质量和水平，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自2021年1月

1日起，我国将对883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

暂定税率。其中，为减轻患者经济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品

质，对第二批抗癌药和罕见病药品原料、特殊患儿所需食

品等实行零关税，降低人工心脏瓣膜、助听器等医疗器材

以及乳清蛋白粉、乳铁蛋白等婴儿奶粉原料的进口关

税。为满足国内生产需要，降低燃料电池循环泵、铝碳化

硅基板、砷烷等新基建或高新技术产业所需部分设备、零

部件、原材料的进口关税。为促进航空领域的国际技术

合作，对飞机发动机用燃油泵等航空器材实行较低的进

口暂定税率。为改善空气质量，支持环保产品生产，降低

柴油发动机排气过滤及净化装置、废气再循环阀等商品

进口关税。为鼓励国内有需求的资源性产品进口，降低

木材和纸制品、非合金镍、未锻轧铌等商品的进口暂定税

率，并适度降低棉花滑准税。

与此同时，根据国内产业发展和供需情况变化，对

2020年实施的进口暂定税率进行适当调整。为贯彻落实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1年1月1日起，相应取

消金属废碎料等固体废物进口暂定税率，恢复执行最惠

国税率。

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实现高质量引

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或地区签订

并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或优惠贸易安排，2021年我国将

对原产于相关国家或地区的部分进口商品实施协定税

率。其中，中国与毛里求斯自贸协定从2021年1月1日

起生效并实施降税。进一步降税的有中国与新西兰、秘

鲁、哥斯达黎加、瑞士、冰岛、巴基斯坦、智利、澳大利亚、

韩国、格鲁吉亚自贸协定以及亚太贸易协定。原产于蒙

古的部分进口商品自2021年1月1日起适用亚太贸易协

定税率。2021年继续对与我建交并完成换文手续的43

个最不发达国家实施特惠税率，特惠税率适用商品范围

和税率维持不变。

2021年7月1日起，我国还将对176项信息技术产品

的最惠国税率实施第六步降税。

为适应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需要，便利贸易管理和统

计，同时规范执行《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2021年还

调整了部分税则税目。调整后税则税目总数为8580个。

上述调整措施有利于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

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促进形成宏

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有利于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

优势，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机会，打造我国新

的国际合作和竞争优势；有利于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

自由贸易区网络，更好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促

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共同发展，推动合作共赢。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中国人长高了！
据介绍，2015年至2019年，国家卫健委

组织中国疾控中心、国家癌症中心、国家心血

管病中心开展了新一轮中国居民慢性病与营

养监测，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近6亿人口，

现场调查人数超过60万，具有国家和省级代

表性，根据监测结果编写形成《中国居民营养

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

报告显示，中国居民体格发育与营养不足

问题持续改善，城乡差异逐步缩小。中国城乡

居民膳食能量和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三

大宏量营养素摄入充足，优质蛋白摄入不断增

加。另外，近年来，中国人还“长高了”！

数据显示，中国成人平均身高继续增长，

18~44 岁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身高分别为

169.7厘米和158.0厘米，与2015年发布结果

相比分别增加1.2厘米和0.8厘米。

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水平持续改善，6~

17岁男孩和女孩各年龄组身高均有增加，平

均增加值分别为1.6厘米和1.0厘米，6岁以下

儿童生长迟缓率降至7%以下，低体重率降至

5%以下，均已实现2020年国家规划目标。

中国人胖了！
中国人长高的同时，也长胖了！本次发

布的数据显示，居民超重肥胖问题不断凸显。

18岁及以上居民男性和女性的平均体重

分别为69.6千克和59千克，与2015年发布结

果相比分别增加3.4千克和1.7千克。城乡各

年龄组居民超重肥胖率继续上升，18岁及以上

居民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34.3%和16.4%。

6~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

为11.1%和7.9%，6岁以下儿童超重率和肥胖

率分别为6.8%和3.6%。

吸烟率略有下降
报告显示，近年来，居民吸烟率略有下

降，非吸烟者的二手烟暴露率由72.4%下降至

68.1%。

饮酒者中几乎每天饮酒的比例由25.5%

下降到19.9%。

不过数据显示，目前中国15岁及以上居

民吸烟率仍达26.6%，其中男性为50.5%，女

性为2.1%。

18 岁及以上居民 30 天内饮酒率为

28.3%，其中男性为46.2%，女性为10.2%。

报告称，中国家庭人均每日烹调用盐

9.3 克，与 2015 年发布结果相比下降 1.2

克。不过，这与每日 5克的推荐量相比差距

仍然较大。

中国居民不健康生活方式仍然普遍存

在，膳食结构不合理问题仍未得到有效改善，

居民畜肉摄入较多，膳食脂肪供能比持续上

升，城乡合计已到达 34.6%，农村首次突破

30%推荐上限。

水果、豆及豆制品、奶类消费量仍然

偏低，膳食摄入的维生素 A、钙等不足依

然存在。

另外，儿童青少年经常饮用含糖饮料问

题已经凸显，18.9%的中小学生经常饮用含糖

饮料。

慢性病患病仍呈上升趋势
报告数据还显示，中国18岁及以上居民

高血压患病率为 27.5%，糖尿病患病率为

11.9%，高胆固醇血症患病率为8.2%，40岁及

以上居民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病率为13.6%，

与2015年发布结果相比均有所上升。

居民癌症发病率为293.9/10万，仍呈上升趋

势，肺癌和乳腺癌分别位居男、女性发病首位。

不过数据也显示，中国重大慢性病过早

死亡率逐年下降，因慢性病导致的劳动力损

失不断减少。

因慢性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水平是评价

一个国家和地区慢性病预防控制水平的重要

指标。世界卫生组织将发生在30～70岁的

死亡定义为“过早死亡”。

2019年，中国居民因心脑血管疾病、癌

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等四类重大

慢性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为16.5%，即每个人

在30～70岁间死于四类重大慢性病的可能

性为16.5%，与2015年的18.5%相比下降了2

个百分点，降幅达10.8%，提前实现2020年国

家规划目标。

2019年，中国居民慢性病死亡率

为685/10万，因慢性病导致的死亡

占总死亡的 88.5%，其中因心脑血

管、癌症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死亡

的比例为80.7%。

心脑血管病死亡以缺血性心

脏病和脑卒中为主；癌症死亡的前

五位依次为肺癌、肝癌、胃癌、食管

癌、结直肠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死

亡以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为主。

另外，糖尿病虽然不是中国居民

的主要死因，但糖尿病并发症导致的

死亡对居民健康的威胁也不容忽视。

每周至少1次体育锻炼的成人
不足四分之一

居民对自己健康的关注程度也在不断

提高，定期测量体重、血压、血糖、血脂等健

康指标的人群比例显著增加。

18岁及以上居民中，有近60%的居民过

去一个月内测量过体重；40岁及以上居民中，

未诊断为高血压的人近3个月内血压检测率

达50.1%，未诊断为糖尿病的人年度血糖检测

率为39.3%，未诊断为血脂异常的人年度血

脂检测率为29.2%。

不过，随着居民职业劳动强度的普

遍降低、出行的日益方便以及家务的

明显减少，居民身体活动不足问题仍

然普遍存在，同时居民主动锻炼的比

例不高，每周至少进行1次体育锻炼

的成人比例不足四分之一。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明年元旦起对部分商品进口关税进行调整

国人最新健康数据公布：

成人平均身高继续增长，超重肥胖问题凸显

23日，国新办举行发布会，发布《中国居

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身高

体重、膳食营养、体育锻炼……来看看这些国

人最新健康数据，你达标了吗？ ■据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