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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加大，
市场担心不够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影响稳增长。对
此，专家指出，目前经济增速虽有下降，但还不
到货币大幅放水的地步。当前，实现稳增长的关
键是激发市场活力和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而非
简单地从外部进行刺激。货币政策仍将以稳健为
总基调，在继续以公开市场操作为主维持流动性
稳定的同时，通过信贷指导、再贷款工具等，进
行政策微调，实现定向支持。

政策定向微刺激

年初以来，一些指标显示经济增长动力不
足。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
长7.4%，低于全年7.5%的增长目标。为此，中央
及时出台了定向微刺激政策。国务院日前决定，
加大对“三农”领域的信贷和金融支持，加大涉
农资金投放。对符合要求的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
合作银行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此次降准是否意味着货币政策开始大幅宽
松？专家认为，降准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一次定向
发力，是为了服务“三农”，属于结构性宽松，并
非是货币政策趋势性放松。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
院教授郭田勇说，此举主要是为了释放出更多货
币，投入到经济中的薄弱环节，为服务“三农”
和发展县域经济服务。

此前，管理层已出台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稳增
长措施，如加快中西部铁路、公路、水利等基础
设施建设，扩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范
围，支持棚户区改造建设等。

业内人士评论，这段时间以来，政府对薄弱
领域出台适量的财政、金融刺激政策，达

到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目
的，体现了宏观调控

的智慧。

货币供应总体充裕

经济下行压力稍有加大，市场上缺钱的呼声
就升起。当前，货币供应到底是否紧张？央行日
前公布的 2014 年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
一季度新增贷款数据好于预期，为“有史以来第
二多的季度”，但广义货币 （M2） 增长则为13年
来最慢速度。3月末，广义货币余额M2为116.07
万亿元，同比增长12.1%。

对此，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分析，货
币供应量增速有所回落属正常现象。首先，去年
同期基数较高，所以今年增速就显得不那么高
了。其次，今年 3 月货币供应量与宏观经济指标
是相适应的，从中国金融市场的整体流动性看，
流动性仍较为充裕，基本满足实体经济的发展。

盛松成表示，全年 M2 增速将走出前低后高
的曲线，预计全年增速将达到13%左右。

尽管市场上流动性较为充裕，但一些实体经
济却依然用钱难，专家指出，问题出在了资金空
转上。CCTV证券资讯频道首席财经分析师钮文
新分析，这种货币市场资金充裕，而信贷资金紧
张的畸形现象，其背后主要原因在于余额宝等产
品将大量可用于贷款的资金大量转化为不可贷资
金，从而形成规模空前的金融空转。

“当前，中国的各类信托计划、投资基金甚至
互联网金融、第三方支付在内的新型金融机构和
产品越来越多，相当部分的资金运作游离于银行
体系之外。”盛松成表示。

不会慌乱大开闸门

当前经济增速虽有所下滑，但并未脱离合理区
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认为，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
开局平稳。经济增速、就业、物价等主要经济指标处
于年度预期目标范围，没有越出上下限，经济运行

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结构呈现积极变
化，服务业增长势头不减，城乡居

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
经济没

出现大起大落，人心更不能大起大落。李克强强
调，要“保持定力”。“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会改变，也没有扩大赤
字、采取‘强刺激’的考虑。”他说，“但政
府不是‘不作为’，而是要靠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着力增加有效供给，不断满足新增需
求，注意防范和化解潜在风险，通过多方共
同努力，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
目标任务。”

专家指出，不要指望货币大开闸门
放水，调结构、激发企业活力、扩大内需、
促进就业等仍然是当前稳增长的主要
措施。联讯证券宏观及固定收益高级
分析师杨为敩说，从政策取向看，中
国一直在财政政策运用方面有所动
作，包括营改增，提高小微企业应税
所得额等等，而货币政策一直按兵
不动。

民生银行金融市场部首席
分析师李志强认为，现在的货
币政策已经说不上算紧，因此
不会贸然放松，目前来说降
准等措施出台的可能性或必
要性不大。可以从促进投
资等财政政策方面入手，
支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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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度社会用电量增5.4％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雷敏） 国家能源局 15日
发布数据，1 月至 3 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127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4％。

1月至3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数
为1038小时，同比减少36小时。其中，水电设备平
均利用小时数为 551 小时，减少 47 小时；火电设备
平均利用小时数为1228小时，减少2小时。

1 月至 3 月，全国电源新增生产能力 （正式投
产） 1315万千瓦，其中，水电409万千瓦，火电566
万千瓦。

3 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4544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7.2％。

3月实际使用外资微降

本报北京4月17日电（记者申孟哲） 17日，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3月我国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22.39亿美元（折合752.53亿元人
民币），同比下降 1.47%，但这种轻微下降并不会影响
中国全年利用外资的稳定增长，中国的投资环境仍被
普遍看好。

沈丹阳在解释3月份使用外资下降的原因时表示，
由于个别投资项目金额的变化和一些宏观经济政策环境
的变化，如最近人民币的汇率波动因素的影响等，会出现
个别月份利用外资、对外投资的小幅波动，是正常的。中
国仍然是全球非常重要的投资目的地，投资环境依然为
跨国企业看好，这一判断和态势没有改变。

4 月 17 日，2014 年重庆春季房地产展示交易会在
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开幕，上百家房地产企业、近
23万套房源亮相。图为市民在挑选楼盘。

新华社记者 陈 诚摄

4月16日，茶农
在贵州余庆县松烟
镇一茶园采摘茶叶。

清 明 过 后 ， 贵
州省余庆县茶叶进
入采摘高峰期，当
地茶农趁着大好春
光抢在谷雨节气前
采摘“雨前茶”。雨
前 茶 指 的 是 清 明
后、谷雨前采摘的
茶，与明前茶同为
一年之中的佳品。

贺春雨摄
（人民视线）

●提振影响力需先打“货币牌”

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远远落后于中国在国
际上的经济地位和外贸地位，中国很多大宗商品在

国际上缺乏定价话语权，这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低
有关，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今后 10 年中的重

要目标。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表示。

●“房市”或成增长主要风险

考虑到房地产销售疲弱、市场前景恶化可能会迫使开
发商进一步调整开工计划等因素，房地产建设活动将是年

内增长面临的主要风险。虽然从居民中长期贷款表现来看，
房贷增速在一季度大体稳健，但这更多地反映了前两个季度

比较强劲的房产销售。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高库存和价
格低迷可能会打击投资性需求，而更严峻的资金环境可能会迫

使许多开发商削减新项目。
——瑞银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表示。

●公积金缺口大致使闸门收紧

此轮公积金收紧跟房地产市场的直接关系不大，主要原因在于
公积金缺口的问题。与之前不同的是，收紧不是因为市场好、政府

调控所致，而是公积金不足以继续支持贷款需求的增长，带来了政策
的从紧。

——中国房产信息集团研究中心总监
林波表示。 （宦佳辑）

2323万套房源助阵重庆房交会万套房源助阵重庆房交会

四川泸州城郊的草莓种植园区，草莓娇艳欲滴，
引来众多游人采摘。这个地处泸州市江阳区况场镇红
山堡村的草莓种植园区，面积达200多亩，使用有机肥
料，不打农药和催熟剂。 刘学懿摄 （人民视线）

泸州泸州：：生态生态““莓莓””丽醉游人丽醉游人

国
家 统 计

局新闻发
言 人 盛 来

运近日在国
新办新闻发

布 会 上 表
示，一季度城

镇新增就业人
数 超 过 300 万 ，

比去年同期继续
增 加 ， 就 业 形 势

稳中向好。同时，
数据显示，一季度国

内生产总值（GDP）同
比增长 7.4%，增速创

下近 6 个季度以来新
低。针对外界有关经济

放缓影响就业的担心，专
家认为，当前我国经济总

量稳步上升，产业结构持续
优化，劳动力供求结构有所

改善，目前的经济增速不会
影响就业，也不会影响居民收

入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稳定。

未受GDP回落影响

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一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128213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7.4%，创下自
2012年三季度以来最低季度增速。

“一季度 GDP 增长 7.4%，比去年
同期稍稍回落了 0.3 个百分点，应该说

还在 7.5%左右目标区间。”盛来运认为，
从全世界范围来讲，7.4%的速度也是比

较高的速度。从就业、收入这些指标来看，
虽然一季度的增长速度略有回落，但总体

上仍在合理区间。一季度就业形势稳中向
好，并未受经济增速回落的影响。

“只要保证较为平稳的就业，经济形势
不出现大的波动，没有必要拘泥于季度经济

增长速度一定要在某个数值以上。”中国物流
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表示，既要看到速

度，也要看到质量，两方面要结合起来看。
“关于就业形势，有这样几个数据：一是一

季度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超过 300万，比去年同期继
续增加；二是国家统计局调查失业率的数据，总体是

稳定的；三是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显示，一季
度外出农民工同比增加了 288万人，增长 1.7%。”盛来

运还称，从调研的状况看，很多企业反映招工不容易，
综合来看一季度的就业形势是稳中向好的。

结构优化拉升就业

在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就业市场波澜不惊，实现稳中向

好。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刘尔铎分
析称，去年以来，在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等多种影
响就业的因素变动和相互作用下，我国劳动供
求结构出现一些新变化，使得城镇新增就业逐
步开始摆脱对经济高速增长的依赖。

“按照经济学的逻辑，一般来讲经济上升
期就业形势好转，反之，经济下行期就业压力
比较大。但这种状况并未在中国发生。”盛
来运认为，中国就业形势比较好，有以下
原因：一是虽然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仍
在以中高速的速度增长，所创造的财富增
量是在扩大的。今年一季度增速虽然比去
年一季度回落 0.3 个百分点，但创造的 GDP
增量，即使按不变价计算，也比去年一季
度增加 7800 亿元人民币左右，比去年一季
度多增将近 200 亿元。所以经济总量在扩
张，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在增加。

二是产业结构继续得到优化，第三产业
的比重上升。盛来运指出，服务业发展的速
度在加快，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
动力的需求也会增加。“一季度第三产业增
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9%，比去年同期提
高了1.1个百分点。三产的增长速度比二产增
长速度高0.5个百分点。”

“三是劳动力供求结构发生新变化。就
16-59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据而言，2013 年
是在 2012 年继续减少的基础上又减少了 244
万人，这也有利于就业矛盾的缓解。”盛来
运表示，从这些原因来看，中国劳动力就业
形势的变化与经济本身的运行仍然是合乎逻
辑的。

今年就业总体稳定

专家认为，在我国宏观调控渐成体系、经
济转型升级成效显现和持续促进就业的不懈努
力下，2014年，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态势，就业需求有望继续扩大，就业形势将保
持总体稳定。

分析人士指出，今年就业市场仍面临不稳
定的内外环境，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高校毕业生就业、失业
人员特别是就业困难群体稳定就业等多重问题
交织，整体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因此，应继续
落实“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劳动者自主就业、
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就
业，采取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除了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和加强技能培
训外，刘尔铎认为，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相
对增强，服务业的持续增长和部分新兴产业
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增速放
缓、制造业不景气等因素对就业的负面影
响。未来应继续加大对服务业和中小企业的
扶持力度，加快建立与就业能力建设相联系
的教育培训体系，继续推动和完善劳动力市
场服务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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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流动性已已较充裕较充裕 补短板定向发力补短板定向发力

货币不会货币不会因因经济降速经济降速大开闸门大开闸门
本报记者 罗 兰

音
声

茶
农
忙
采

茶
农
忙
采
﹃﹃
雨
前
茶

雨
前
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