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口粮食7000万吨”一说不准确
!

买粮并非供需不足
!

不会影响国际市场
本报记者 周小苑

!月以来，有着新疆优质水果聚宝盆之称的塔

里木盆地，西瓜、甜瓜、鲜杏等水果陆续成熟上市并

销往全国各地，为当地各族群众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 喀什地区疏勒县塔孜洪乡农民在晾晒杏干。

# " 月 # 日，疏勒县塔孜洪乡农民茹仙古丽

在自家瓜田边笑逐颜开。新华社记者 沈 桥摄

多年来，政府兜底的风险处置方

式削弱了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多

投资者都是闭着眼睛买产品，挣了钱是

自己的，出了事找政府。这不利于消费者

权益保护，也使得中国只有财政支持，不可

能存在真正的金融市场。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
灵说。

现在的贷款都是死资产，假如将其资产证券

化，就能为增量资金提供新来源。另外，鼓励企业上

市，大力发展场外交易，也是把非商品化、非货币化

的资产变为可交易、可转让资产的途径。这些都可以

实现激活存量货币、服务实体经济的目的。

———申银万国首席宏观经济学家李慧勇表示。

人民币汇率的形成都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

果，最终还是要看中国经济的表现。美元加速升

值前，人民币不会出现双向波动。尽管美国经济

恢复增长，但其增长率远低于中国经济增长，

因此稳中有升仍将是人民币汇率的发展态势。

———著名经济学者孙兆东指出。

要使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核心还

是结构性调整的问题。当前中国经济已

不能仅靠刺激政策重返高增长路径，

要在相对稳定的宏观形势的基础上

促改革，特别是全面性的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
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表示。

（柴秋实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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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的重要先行指标 $%&（中国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最近不断回落。中国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
查中心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月份 $%&

为 '()*+，较上月回落 ()"个百分点，为 ,

个月来最低。$%&逼近荣枯分界线，令市场
开始担心下半年经济增长目标能否实现。
对此，有关专家表示，目前中国经济虽然下
行压力加大，但仍处于平稳区间。随着国家
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改革红利的不断释
放，下半年经济增速有望返升走高。

目前增长处趋稳过程中

! 月份 $%& 逼近荣枯分界线，其 *-

个分项指数也均有不同程度的回落。其
中，进口、积压订单、采购量和生产经营
活动预期指数回落幅度超过 . 个百分点；
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新出口订单指数
降幅超过 * 个百分点；其余指数降幅在 *

个百分点之内。
“指数回落且主要指标普遍回落，表

明未来经济有一定下行压力”，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对本
报记者说，但 $%&绝对值仍然在 /(+临界
点以上；*0/月份投资、消费增长大体平
稳，剔除热钱搅动因素，出口实际增速也
未大幅下滑；库存水平是历史低位，进一
步下降空间有限。综合看，经济增长仍然
在趋稳过程中。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认为，当前经
济仍然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特征，但经济
走势稳中偏弱。对于经济走势的稳中偏
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解
释说：“今年以来生产指数一直高于新订

单指数，! 月份生产指数为 /.+，高于新
订单指数 *)! 个百分点，这种供大于求的
格局积累到现在造成了市场偏弱的局面。”

稳增长政策将持续显效

专家提醒，要密切关注当前经济“偏
弱”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家统计局服
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表示，小
型制造业企业 $%& 已连续 */ 个月位于临
界线以下，这预示着我国经济运行状况错
综复杂。

但专家同时指出，“偏弱”因素不会
致使中国经济出现急剧下滑。交通银行首
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无论是经济增速和
“三驾马车”，还是就业、物价等，都在合
理区间，不必过分担心中国经济会出现急

剧回落。
“与过去要么落底回升，要么持续回

落不同，现在中国经济已出现新的增长特
点”，张立群指出，中国经济增速从目前
到年内都将处于平稳增长的新区间，将保
持在 ")/+左右。

国家稳增长的政策正在发力，并将持
续显效。张立群说，稳增长的政策去年已
执行一年，财政货币政策齐发力，目前投
资、消费走稳都是政策见效的反映。今年
以来，国家对这些政策又做了进一步有针
对性的调整。

而有些长期投资项目和改革措施见效
还需要一些时日。分析认为，国家前两个
季度投放的货币和上马的项目，在三四季
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体现出来。“新政
府上任 1 个月来给市场传递了明确的信

号：希望通过促改革来释放消费及民间投
资的潜力，实现稳增长目标。改革的政策
措施从落实至产生实效需要时间，因而对
中长期增长有提升效果的改革措施短期内
反而可能对需求面有一定负面影响。”汇
丰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表示。

未来几个季度温和复苏

对于下半年经济走势，市场上看法不
一。有观点认为，前景不太乐观。安邦咨
询高级研究员贺军说，此前不少机构预测
的下半年中国经济回升，很可能难以兑
现。唯一可能的变数是，中国经济增速是
否降到中央的底线以下？如果中国经济下
降到 ")/+以下，政策上将会有所调整；只
有经济增速降到 "+这一警戒线时，宏观
政策才有可能出现较大的松动。

但很大一部分经济学家相信经济将在
下半年回升。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朱海斌发布研究报告称，国际经济形势的
改善和国内强劲的基础设施投资等因素将
支撑中国经济在未来几个季度温和复苏。
他进一步分析说，三个因素将支撑未来经
济的复苏：其一是持续强劲的基础设施投
资和稳定的民间房地产投资；其二是下半
年全球经济形势的改善；其三是去年四季
度和今年一季度信贷增长的滞后影响。

为实现经济的稳步回升，分析认为，
下一步推动经济转型是重点，要继续淘汰
过剩产能，转变
政府职能，通过
释放新的改革红
利为未来经济回
升提供动能。

目前虽呈稳中偏弱 三大因素支持回升

中国经济无须担心急剧回落
本报记者 罗 兰

$政府兜底不利金融

$激活存量货币服务实体经济

$人民币汇率未来将呈稳中有升

$实现软着陆核心在结构调整

农行广西分行

积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本报南宁电（记者庞革平）记者从农行广西分行

获悉：近年来，农行广西分行不断加强对重点行业、
重点区域的信贷支持，有力推动了广西千亿元产业的
打造，促进了支柱产业的发展，有效发挥了支柱产业
对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快
速发展。

据介绍，近年来，农行广西分行累计投放全区
*,个千亿元产业信贷资金 **"/)*!亿元，占全行贷款
投放的 ,2)(-+。其中，重点支持了建材、机械、冶
金、电力、有色金属和石化等行业。在发放贷款的同
时，广西农行还协助企业科学合理地管理现金账户头
寸、满足企业多元化和个性化资金管理的需求，提高
企业的资金流动性和使用效益。

南京海关

扶持帮助加工贸易企业
本报北京电（记者罗兰）目前，外需疲软和不稳

定，是当前加工贸易面临的大问题。加工贸易是江苏
的一大特色，南京海关为此积极推进内销便利化，帮
助企业提高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应对各种风险
的能力。

研华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关务经理金华日前来
到海关，一次性完成了当月所有内销货物纳税手续。
从“一票一征”到“一月一征”，海关通过流程改革，
变先征税再出货为先出货再征税，为不少像研华这样
的加工贸易企业拓展内销市场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昆山海关关员刘向奎介绍说，这一改变，对企业
来说，简化了海关手续，提升了企业应对市场的效
率；同时也减少企业流动资金的短缺现象，助企业轻
装上阵。

河北石家庄一菜市场。 王 晓摄（新华社发）

中行里斯本分行开业

资 讯 快 递

资 讯 快 递

"月 *日，中国银行（卢森堡）有限公司里斯本

分行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正式开业。这是该公司相继

在鹿特丹、布鲁塞尔、华沙和斯德哥尔摩开设分行后

在欧洲开设的第五家分支机构。图为中国银行董事长

田国立（左二） 和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黄松甫 （右二）

为中国银行（卢森堡）有限公司里斯本分行揭牌。

新华社记者 张立云摄

随着夏粮收获即将结束，今年我国
粮食产量有望再获丰收。然而，包括粮
食在内的大宗农产品今年以来持续呈现
净进口态势，尤其是三大主要粮食作物
全部转为净进口。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 !月进口大豆预报到港 21-)-2万吨，
创月度最高水平；*至 ,月稻谷和大米进
口 *((万吨，同比增 21)!+。在国内粮食
持续增产的情况下，为什么进口量还在
不断激增？中国大量进口农产品是否会
造成国际粮价飞涨？就此问题，本报记
者专访了农业问题专家、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国强。

粮价倒挂导致进口激增

问：有媒体称，我国粮食进口去年

全年超过了 "(((万吨，是历史上粮食进

口量最多的一年，显示出中国粮食自给

率已经下降到 3(+以下。请您分析一下

为什么粮食进口不断创出新高？

答：“粮食进口 "(((万吨”这个说
法并不准确，这涉及对粮食统计口径的
界定。因为它是分两个方面来看的：一
是谷物进口，我们通常所说的粮食主要
是指谷物，去年进口量接近 *,(( 万吨；
二是大豆进口，作为油脂的大豆进口是
/212 万吨，这两个加起来才是 "*(( 万
吨。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没有达成共识的
地方，就是大豆究竟是粮食还是油料，
因为我国进口大豆主要是榨油用的油脂
大豆，所以并不能把这两者简单地相加。

尽管如此，*,((万吨谷物确实是新世
纪以来粮食进口量最高的。但是究其原
因，却不是国内粮食供需不足，需要从国
外进口，是因价格的问题。由于国内粮食
的价格高于国际价格，这就具备了粮食进
口的商业条件。为什么？因为对于谷物市
场，我国是可控制有管理的开放，粮食进
口实施关税配额管理，是有进口管理措施
的，因此粮食很难随便就能进来。但是因
为是关税配额管理，那么每一种粮食它都
有一个对进口开放的口子，比如说小麦是
3"(多万吨，大米是/1-万吨，玉米是"-(万
吨。只要在这个配额内进口的粮食都只有
*+的低关税，所以只要国外粮价低于国内
价格，粮食贸易商觉得能够挣钱就可以从
国外进口。去年的进口本质不是粮食供需

出现了问题，而是由于国内外的差价导致
了进口的商业条件。

进口数量占比较小

问：我国粮食进口量的激增会导致

国际粮价不断飙升吗？

答：对国际市场不会产生影响。举
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大米，去年我国
进口了 -1- 万吨，只相当于国内大米产
量的 *)2+，而全球市场去年大米及稻谷
贸易量是 1/"- 吨，我国进口只占到
!)!+。相比之下，玉米、小麦的进口量
的占比更小，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我国
粮食进口对全球市场的影响有限。

考虑到环境保护以及要留一些良田
好地给我们的子孙后代，我国必须明确
今后粮食安全战略目标。因此适度地进
口粮食对国内和国际市场来说都不是坏
事。像东南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处于
农业的繁荣阶段，加强和他们的国际农
业合作，不仅可以增强我国粮食供应保
障，也可以繁荣这些国家的农业经济，
对双方来说是双赢的。

利用境外农业资源难免

问：尽管我国粮食产量连年增收，

尚无近忧，但是从长远考虑，您认为我

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构建起粮食安全战略？

答：今年夏粮有可能继续丰收，但
是我们有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就是我
们 *1)! 亿人口吃饭问题，仅仅靠国内耕
地和水资源显然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目
前中国土地资源自给率只有 2(+，只能
满足国内 3(+的谷物、油料等农产品消
费需求。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从国际
市场进口国内 *(+的农产品需求，以弥
补 -(+的耕地资源缺口。从战略上看，
今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主要农产
品有效供给，进口国外农产品、利用境
外农业资源将不可避免。

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应该建立一
个结构战略。即立足国内，全球供应，突出
重点，有保有放，立足国内就是要立足于
国内的农业资源及有限的水土资源，来确
保我们的水稻和小麦的供给，这一点是不
需要通过国际市场来解决的；全球供应指
的是非口粮供应，对于像大豆、棉花，还有
植物油等其它农产品，应该是要利用国外
丰富的农业资源；突出重点就是我们要抓
的是解决两个结构问题，一个是我们的品
种供需结构不平衡，另一个更重要是地区
结构不平衡；有保有放就是我们应该对重
点的口粮产品要力保，要确保国内供应，
有放就是对那些非口粮的产品应该是能
够放开市场，能够提高统筹国内外两种资
源，两种市场的能力。

本报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国强

塔里木成了“大果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