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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聚焦

新华社北京 10月 13 日电
（记者刘铮、王培伟） 记者从中
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
银行 13 日与俄罗斯联邦中央银
行签署了规模为 1500 亿元人民
币/8150亿卢布的双边本币互换
协议。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
指出，此举旨在便利双边贸易
及直接投资，促进两国经济发
展。互换协议有效期三年，经
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通常而言，签署双边本币
互换协议意味着双方承诺一定
的互换额度，在特定情况下随
时启动。通过本币互换可相互
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为本方
商业银行在对方分支机构提供
融 资 便 利 ， 促 进 双 边 贸 易 发
展，维护地区金融稳定。

2008 年底以来，中国人民
银行与 20 多个境外货币当局签
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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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0月14
日电（记者谭谟晓、高敬）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新登记
注册市场主体 920.24 万户，
注册资本（金）14.67万亿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3.12％ 、
88.35％。其中，新登记注册
企业 264.8 万户，注册资本

（金）13.42万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52.44％、99.76％。

国家工商总局 14 日发
布上述数据时表示，全国市
场主体快速增长，特别是 3
月1日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
革实施以来，激发了市场活
力，平均每天新注册企业超
过1万户。

数据显示，1 至 9 月，全
国新登记注册企业在三次产
业数量分别为 11.29 万户、
45.3万户、208.21万户，同比
增 速 分 别 为 38.40％ 、
35.93％、5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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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需求逐渐走高 改革红利持续释放

中国经济四季度有望明显回暖
本报记者 王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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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海关总署发布了2014年前3季度我国外贸进
出口情况。前3季度外贸形势的逐季好转引起了海内外对
中国第四季度经济走势的广泛关注。专家指出，随着一
系列措施的精准发力、节日需求的集中释放以及人们信
心的增强，中国经济四季度的表现值得期待。

年内低点或已越过

2014年已过去 3/4，随着近期经济数据的密集发
布，中国经济全年走势也日渐明朗。近日，海关总署发
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3 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 19.4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8%。数据表明，前 3 季度，
我国一般贸易平稳增长，外资企业及民营企业进出口
增长超过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外贸发展势头强劲，
外贸形势逐季好转。海关总署综合统计司司长郑跃声
表示，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措施让外贸企业信心不断增

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复苏回稳让外需有所增强、通
关改革红利的释放对外贸推进作用增强，这“三强”是
外贸形势好转的主要原因。

令人暖心的贸易数据背后，是中国经济走出年内
低谷的稳健脚步。“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
济的不断增长通常会维持较长一段时间。我国仍处于
转型的阵痛期，这期间经济数据有一定波动在所难
免。随着中央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等一系列措施的
精准发力，目前从外贸、内需、就业等情况综合来看，
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越过了年内的低点。”广东省社
科院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品安对本报记者说。

四季度将会温和走高

最后一季度中国经济将会交出一份怎样的答
卷？专家普遍认为，在经历前三季度经济增长的低
点之后，第四季度经济继续回暖将是大概率事件。

刘品安分析，从消费上看，通常四季度因临近
年关，节假日因素将促使国内外消费需求集中释
放，内需、出口形势都有望进一步向好；从投资上
看，在“一带一路”、城镇化等战略的带动下，基础
设施建设将继续保持良性发展态势，发挥经济“稳
定器”的作用。“我国整体产业结构调整已经有两三
年了，部分发达省份开始得更早，有些调整甚至已

经进入了收获期，中国经济正在形成一个更好的产
业基础。这不仅有助于四季度经济，更为明年经济
的好势头营造了大环境。”刘品安说。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铁刚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指出，政府释放改革红利的举措和海内外
经济参与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等亦是判断经济走向
时不可忽视的因素。“客观地讲，今年政府出台了很多
像‘简政放权’、‘减免创业者税负’这样实实在在的措
施，以激发市场活力。这些改革措施对经济的推动作
用在二三季度可能并不显著，但在四季度可能就会逐
渐表现出来。”张铁刚表示，即将在四季度召开的
APEC会议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也将提升人们对中
国经济的预期与信心，从而有利于经济温和走高。

方向和质量高于速度

从粗放到集约，从低端到高端，从
重视增长速度到重视发展质量，中国这
艘经济巨轮牢牢地把握着自己的“最优
航向”。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经济提质增
效还有很大空间，这既是挑战，更是机
遇。放眼未来，“高质量”注定将取代

“高增速”，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一特征。
“尽管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很大，但

我们还要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在产业结
构比重、人均 GDP及购买力水平等反映
发展质量的指标上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
还有很大差距。”刘品安说，这就需要我
们坚持质量发展高于速度发展的理念，
只要在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再保
持合理增速，就能形成一个螺旋向上的
良性循环。

张铁刚进一步分析认为，随着多年
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财富积累，中国社
会对于经济增速的敏感度正在逐渐下
降。“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恢复性增长阶
段，中国经济的总量小、较为脆弱，全
社会对增速下降的承受力自然较低。而
现在，经过多年发展之后，中国正进入
一个常态增长时期，老百姓更关注就
业、收入、物价、环境等与自身生活相
关的信息，全社会的聚焦点也就会逐渐
转向经济增长质量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完
善上来。”张铁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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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宁夏穆斯林朝觐群众乘坐包机陆续平安
归国，执行朝觐监管任务的银川海关精心组织、严
密监管、热情服务，确保穆斯林朝觐群众有序、快
速、安全通关。据统计，今年宁夏共有2833人到沙特
阿拉伯麦加朝觐。图为宁夏海关关员在银川河东机
场服务朝觐群众。 王志中 罗兰摄影报道

宁夏：海关服务穆斯林群众

黄山：家家户户忙晒秋

秋收时节，安徽黄山乡村家家户户忙晒秋，
农家小院、屋檐、阳台以及稻田、河滩都成了天
然晒场，红艳艳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南瓜，
绿油油的青菜秆等秋收作物晾晒其中，和鳞次栉
比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俨然一幅绝美的“七
彩”徽乡丰收画卷。 曹晓东摄 （人民图片）

江苏各地水稻陆续开镰收割江苏各地水稻陆续开镰收割
近日近日，，江苏省水稻进入成熟期江苏省水稻进入成熟期，，自北向南陆续开镰收割自北向南陆续开镰收割，，秋粮产秋粮产

量预计与去年持平量预计与去年持平，，各地农民抓紧抢收晾晒各地农民抓紧抢收晾晒，，确保颗粒归仓确保颗粒归仓。。近年来近年来，，
良种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农机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国家惠农政策提高了农民种粮农资综合补贴等国家惠农政策提高了农民种粮
积极性积极性，，江苏水稻连年增产江苏水稻连年增产。。图为连云港市赣榆区金山镇马集前村图为连云港市赣榆区金山镇马集前村，，
农机手驾驶收割机在田间收获水稻农机手驾驶收割机在田间收获水稻。。 司司 伟伟摄摄 （（人民图片人民图片））

供求矛盾比较突出 不能全靠市场调节

一线房市短期恐难废止限购
本报记者 宦 佳

北京的楼市在大半年的低迷后终于在“十一”黄金周有了些许热闹。
多家大型房屋中介机构均表示，进入10月以来，北京房屋成交量明显回
升。专家分析称，由于目前一线城市的楼市维持了优先刚需、打击投机的
主要政策方向，因此短期内放松限购的可能性仍然较低。

市 场

观 察

程 硕作 （新华社发）

示，房地产市场的主要问题已经从过去的总量问题演变
到当前的结构性问题，未来将会按照市场规律出台调整
措施，去行政化将是大方向。

“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里，供给和需求相比，
肯定是需求旺盛。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要改变一
线城市住房供不应求的状况，仅仅放开限购是不够的，
还必须做好与整个城镇化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才能提
高一线城市的承载能力。不能过度依赖放开限购，还应
该从多方面入手解决一线城市城镇化过程中住房需求旺
盛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房地产
研究室副主任刘卫民表示。

短期价格上涨空间不大

随着房贷新政落地和普宅标准调整所释放出的改善
型需求逐步入市，四季度一线城市的市场停止探底趋势
基本已无悬念。不过对于成交量和房价能否大幅上涨，
业内专家有不同的看法。

“经历了限购持续3年导致的刚需透支后，此次央行
新政的主要受益对象——改善型需求，将成为下一阶段
市场的重要支撑力。且改善型需求无论对房企还是银行
而言，都较刚需有更大的利润空间。因此四季度一线城
市楼市肯定会比三季度回暖，但因为库存较多等原因，
短期上涨的空间也不大。”张大伟对记者表示。

而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则认为，虽然
年底之前全国性的楼市企稳反弹的可能性比较小，但一线
城市反而可能表现更好一些，由于一线和二线市场的库存
压力比三四线要稍微好一点，因此房贷政策的变化几个月
内就可以让一线和少数比较强大的二线表现乐观。

一线城市显现回暖迹象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截
至 9月底，一、二、三线 35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库存
总量分别为 3794 万平方米、20167 万平方米和 4052 万
平方米，环比增长分别为 8.8%、3.5%和 2.2%，尤其一
线城市库存已保持连续8个月的环比正增长，且9月增
幅又进一步扩大，库存压力巨大，而一线城市9月份的
市场成交总体偏弱的特征仍然明显。

面对高企的库存压力，全国多数省会城市相继取
消了限购政策，而北上广深四座一线城市却仍然保持
了“岿然不动”的姿态，而在不放松限购的同时却悄
悄迎来了市场回暖，其中北京、上海市场活跃度明显
提高，广州、深圳楼市走势基本维持平稳。

以北京为例，据伟业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监测，
10 月上旬，北京市二手房市场新增房源比 9 月同期增
长了19.6%；市场新增客源比9月同期增长了9.4%。伟
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景晖分析称，尽管网签情况
由于节假日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显著下滑，但在市场实
际合同签订量方面，北京楼市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向
好，表现为二手房市场看房量出现一定程度的增加，
实际成交均价也止跌企稳。

“虽然楼市已有回暖迹象，但在房价依然高企，市场需
求以刚需和改善为主的当下，房价不具备立即回升的条
件。10月份主要城市二手住宅价格跌幅预计将会收窄，下
跌城市或将减少。”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放松限购暂时没有必要

为何一线城市“不松绑”？在张大伟看来，北京这样的
一线城市放松限购没有必要。“首先，虽然北京房地产市场
降温明显，但土地出让金依然处于高位，截至日前，年内土
地出让金已经接近1600亿元，全年突破2000亿元基本成
为定局，暂时没有松绑限购的必要。而在自住房大量入市
的情况下，商品房销售降幅并不大。整体看市场的成交情
况相比二季度有所复苏。其次，北京的契税政策已经是全
国最松，其中对首套房 90 平方米以下按照 1%缴纳，
90-140平方米的按照1.5%，已经没有下调空间。第三，北
京在7月已经表态不松绑限购，最近建委也重申了这一政
策，年内除非经济大滑坡，否则可能性非常小。”

不过，在房地产市场“去行政化”的前提下，一
线城市限购政策短期内虽然不会取消，但退出只是时
间问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