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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价高是社会养老最大障碍

目前养老服务设施的主要难题还是
在于如何解决老人的居住问题，地价过
高是最大难题，政府应该推出一些拿地
的政策以及税收方面的优惠。就机构养
老的拿地问题，应当采取混合方式，不
能单视为住宅或商服用地简单走招拍挂
程序。如果单依靠政府财政资金和公办
养老机构去解决社会养老显然很难。

——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
表示。

●产品少影响新能源汽车推广

无论国家扶持政策力度有多大，新能
源汽车市场要完全放开，还有赖于消费者
对产品接受程度的提高。目前，可选择的
产品少、续航里程、地方政策等都是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这也是消费

者并不积极购买新能源车的原因。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罗

磊认为。

●节后市场流动性将总体平稳

春节前后的流动性状况备受市场关
注，一方面因为提现因素对银行体系流
动性扰动较大；另一方面，开年的流动
性状况往往会被市场作为一种政策信号
加以解读。从市场利率、节后资金回流
等因素来分析，预计春节后市场流动性
状况将会总体平稳。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
日前表示。 （宦 佳辑）

【银行热衷早放贷】

一般年初银行都会集中投放贷款，今年，虽然有些银行
放贷谨慎，但从央行发布的报告显示，1月人民币贷款激增，
同比多增2469亿元。1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78.12万亿元，
同比增长 14.0%。人民币贷款余额 73.2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3%。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 4919亿元，其中，短期贷款
增加 1798 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3121 亿元；非金融企业及
其他部门贷款增加 8262 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 3588 亿
元，中长期贷款增加5042亿元。

银行热衷于年初多放钱，是因为此举有助于增加利
润。交行金融研究中心指出，各行年初信贷计划较为充
裕，且第一季度多投有利于提高商业利润，银行1月信贷
投放动力较强。业内人士介绍，去年末信贷约束较紧，积
攒了大量单子，今年初在额度刚下来时，会有一部分贷款
突击发放，这也造成1月贷款投放多。

【企业用钱仍喊紧】

信贷增长本是好事，意味着资本流动效率增长，能
增加社会投资，拉动就业。去年，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
逼近 8.9 万亿元，创出 4 年来新高。可是，从去年至今，
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似乎并未从增长的信贷中
分到一杯羹，“融资难”、“钱紧”的呼声一直不断。

深入分析，发现问题主要出在资金流向上。“相当一部
分资金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而是在银行系统里打转。”中
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指出。

一份数据透出上述情形。2013年前5个月，M2月均
增长15.7%，社会融资总量屡创新高。同期，银行同业业
务迅速膨胀，5 月末同比增速超过 50%。除银行间市场
外，银行还嫌贫爱富，将很多资金投向了财大气粗的项
目和企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
张茉楠指出，信贷资金投放一直存在“重大轻小”的结
构性矛盾，主要体现为信贷投放集中于政府项目、国有
企业、大型企业与传统行业，而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
与新兴行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不足，信贷资金向房地产领
域与地方政府投资项目严重倾斜。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
台贷款与房地产贷款之和占全部贷款的比重近35%。

缺乏调查以偏概全 意在推行贸易保护

美诬中国“假货第一”是放烟雾
本报记者 周小苑

贷款激贷款激增增还喊还喊““渴渴””钱去哪儿了钱去哪儿了
银行之间忙拆借 实体经济融资难

本报记者 罗 兰

今年首月全社会信贷增量创下开门红。央行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1
月人民币贷款新增1.32万亿元，有媒体统计，这一水平创下2010年2月份以来的
新高。然而，一方面大量资金贷出，另一方面市场上却不时喊“钱紧”。钱都去哪
儿了？业内人士分析，很多钱没有投向实体经济，而是流向了银行间市场和一些大
企业、大项目。专家呼吁，警惕金融偏离服务实体经济的势头。尽快深化改革以提
高金融配置资源的效率，要让财富之水流向经济体的末梢，形成良好循环。

一些金融和虚拟经济体欲壑难平，在“钱生钱”
的游戏中，希望贷到更多资金；而实实在在创造财富
的实体经济也需要资金支持。因此，市场上普遍感觉

“钱紧”。央行报告指出，银行的资产扩张以及表外的
诸多金融产品创新，都直接或间接需要银行体系流动
性的支持。各类融资活动越活跃，就越是会消耗银行
体系的流动性，从而导致对流动性的需求上升。

【提高金融配置效率】

一再出现的“钱紧”现象提醒大家，深化金融改革
刻不容缓。专家指出，要提高金融配置资源的效率，让
庞大的金融资产真正发挥促进实体经济的作用。要让财
富之水流向不同金融层次，流向经济体的末梢循环并提
升产出效率。

张茉楠建议，中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前提是防止
虚拟经济过度膨胀，避免金融经济偏离实体经济的实际
需求，实现金融体系建设的目标从资金筹集型向资源优
化配置型转变。一方面，通过宏观审慎控制金融系统顺
周期性、控制信用的扩张速度，避免走向过度负债型经
济；与此同时，加快利率市场化、资产证券化以及直接
融资等全方位金融体制改革，疏通社会资金在金融体制
内外的循环。

“另一方面，优化金融体系结构，促进金融转型与
实体经济转型相匹配。针对中小企业和微企业应该建立
与之相匹配的中小型银行体系。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可
建立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中小型银行体系。” 张
茉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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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近日在拉萨召开的西藏自治区通信
管理工作会议上了解到，截至 2013年底，西藏
电话用户数达到305.57万户，普及率达99.3%。

图为市民在拉萨街头使用手机。
新华社记者 刘 坤摄

节后新春招聘会在各地扎堆举办。
大图： 2 月 15 日 ， 为 期 两 天 的

2014 年重庆市春季人力资源招聘大会
在南坪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有
1200余家企业进场，提供约 3万岗位，
其中8000岗位专供应届生。

小图：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人才招聘会上，求职者查看招聘信
息。2 月 15 日至 16 日，北京有三场大
中型综合招聘会集中举行。

新华社发

近年来，随着新疆哈密旅游业的不断发
展，民族刺绣商品需求量也不断增加，看到商
机的哈密市回城乡维吾尔族农民阿吉尔·赛买提
购置了专业刺绣设备，开办起家庭式的民族刺
绣加工厂。如今，她家的民族绣品销往海内
外，一年能带来收入超过50万元。

（人民视线）

哈密：巧手农民绣出大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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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电话普及率达99.3%

今年以来，美国针对中国产品的贸
易保护手段再度升级。美国贸易代表处
近期公布 2013年恶名市场名单，把中国
列为全球最大的假货实体市场，指责中
国实体市场是假货的主要来源。对此，
专家予以驳斥，中国近年来不断加大对
制假贩假的打击力度，效果显著。美国
无视中国打假所做努力，以偏概全乱加
指责，其背后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中国打假惩假有目共睹

近日，美国贸易代表处发布报告认
为，北京的丝绸市场和广州的纺织品批
发中心等中国实体市场成为全球假货的
最大来源，而在中国各地拥有 20多家分
店的百脑汇商城则被指倒卖盗版电影、
游戏和软件。

然而，所谓中国“假货第一”的说
辞却根本站不住脚，中国这几年打假惩
假的力度和成绩有目共睹。商务部研究
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指出，中国一贯主张竞争力是
靠质量，而不是靠低价竞销，中国没有
放任假货这种主观意图，这也不符合对外
贸易转型升级的方向。尤其加入世贸以
来，中国不断加大侵权假冒打击力度，打
击一切假货，特别是中国“3·15”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表现出来的打假力度是其他
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的。

2013 年，公安部共破获损害民生的
制假售假案件5518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59222 名，涉案总价值达 1729 亿元，摧
毁区域性、领域性犯罪源头及供销网络
1260 个。全国打击侵权假冒领导小组办
公室副主任柴海涛表示，目前除了司法
部门之外，还有 9 个行政执法部门也在
参与打击侵权假冒。

美国制造贸易摩擦激增

“美国这份报告有没有经过权威机构
调查，值得怀疑。”白明指出，美国对中
国做出的这些努力视而不见，却只找一
些个别事例，以偏概全。美国借口打
假，不排除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

今年以来，美国已经对中国 11 种商
品发起“双反”调查或做出裁决。1月6日，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继续对从中国进口
的非公路用轮胎产品征收“双反”关税，同
日又决定维持对中国橡胶磁铁“双反”税
令；1月8日，美国商务部正式对中国次氯
酸钙发起“双反”调查；1 月 17 日，美国国
际贸易委员会宣布对中兴等在美销售的
中国手机和平板电脑发起“337 调查”；1
月 23 日，美国决定再次对中国光伏产品
发起“双反”调查……

“美国在短期内如此密集地对中国发
起贸易争端，在国际双边贸易上是比较
少见的。”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国
际商务研究中心主任王健认为，出现这
一现象有两方面原因：从大背景来看，
在经历过一轮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当前
正处于制造业恢复的关键时期，其国内
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而中国的制造
业发展又与美国相关产业“抢饭碗”，所
以美国对华的贸易保护措施越来越多；
从直接原因来看，今年上半年有望举行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美国欲借贸易争端
在市场开放、人民币升值等问题上逼中
方做出更多让步。

泼脏水实为推行贸易保护

事实上，一向高举自由贸易旗帜的
美国却一再对中国实施双重标准。从

2009 年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始，
到2013年底落幕的第24届中美商贸联委
会，美方曾在多场会谈中作出在出口管
制体系改革中给予中国公平待遇的承
诺，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美国国会日前通过的 《2014 财年综
合拨款法案》 却对华继续高举贸易保护
大棒，包含了限制美国政府机构采购中
国信息技术产品，限制美对华出口商业
卫星和零部件等涉华歧视性内容。对
此，商务部美洲大洋洲司负责人认为，
该法案中涉华条款存在歧视性对待中国
企业的问题，违背公平贸易原则，对外
发出错误信号，也将损害美国企业的利
益。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表示，中
美两国在经济领域出现一些分歧和摩擦
在所难免。中方主张双方都应客观看
待，不应把经贸问题政治化。因为中美
经贸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不会改变，两
国的共同利益基础不会改变，两国企业
扩大务实合作的意愿也不会改变。

面对美国等不断挑起的贸易战，白
明建议，一方面要加快转变贸易增长方
式，提升产品的非价格竞争力，将产品
的品牌、服务、质量提上去；另一方面
也要积极应诉并发起反制，维护产业安
全和企业合法权益。此外，还要改善对
外贸易方式，将单纯的出口转变成出口
与当地的就业相结合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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