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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连续防范风险

那么，中国经济如何打好“下半场”呢？发改
委相关人士透露，下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将会继续
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注重释放有效需求，注重更
好地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加快改造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新引擎，同时更加注重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措施的落地见效。

“未来需要重点发挥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
币政策的‘双强’作用，以保证短期内的平稳过
渡。在中长期，则应该以市场化的改革来纠正以往
的生产要素错配问题，同时平衡好稳增长与转方式
的关系，让实际经济增长更趋近我们的潜在增长

率。”权衡表示，眼下资本市场波动较大，要允许
政府发挥好相应作用，避免相关风险的扩散和升
级。

对于下一步的政策走向，央行在不久前的一份
公告中表示，下半年仍会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取
向，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
适度，实现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同
时，还将努力改善和优化
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降
低社会融资成本，保持人
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
上的基本稳定，稳定金融
市场预期，继续支持实体
经济企稳上升。

新旧动力“平稳交接”“双强”政策助力转型

六 个“稳”稳 住 中 国 经 济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新旧动力新旧动力““平稳交接平稳交接””““双强双强””政策助力转型政策助力转型

六 个六 个““稳稳””稳 住 中 国 经 济稳 住 中 国 经 济
本报记者 王俊岭

7月 28日，国家发改委就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举行发布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在一系列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有效政策作用之下，保持在合理区间内运
行，并呈现出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稳中有进的积极态势。专家指
出，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既有“去旧”带来的种
种隐患，也在“育新”过程中迸发出越来越多的亮点，因此“稳”在
这一时期便显得尤其珍贵。

上半年经济六个“稳”

GDP增速连续两个季度稳定在7%，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实际增长10.5%，半年城镇新
增就业完成全年目标的71.8%，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 入 同 比 实 际 增 长 继 续 跑 赢 同 期 GDP 增
速……这样一份中国经济的“期中成绩单”，给
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李朴民带来的直观印象便是
六个“稳”，即：增速稳、消费稳、物价稳、就
业稳、农业稳、收入稳。

李朴民说，6 月份的 PMI达到了 50.2%，连续
4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以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
月份增长5.9%，5月份增长6.1%，6月份增长则进
一步回升至6.8%，另外，6月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
总额同比增速亦由负转正，这些都表明在一系列
政策措施的推动下，我国经济回升势头良好。

上海市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权衡
在 接 受 本 报 记 者 采 访 时 指 出 ， 中 国 经 济 的

“稳”还有如下 4方面深层涵义：一是相对于此
前人们对经济下行的悲观预期，上半年的较好
表现有助于预期企稳；二是在外部需求冲击、
内部结构调整等“三期叠加”的背景下，经济
已经基本到底；三是就宏观调控政策而言，经
济出现稳态性趋势、多项数据开始改善意味着
政策效果已然显现；四是从新常态意义上来
说，波动性趋势的减缓表明中国经济的新旧动
力正在进行“平稳交接”。

亮点突出隐患也不少

不过，要想弄清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显然也不
能只停留在传统经济指标的表面。李朴民介绍，中
国经济中的“好”和“进”，主要表现在结构加快
优化、新增长点加快孕育以及新增长动力加快形成
等方面。如，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10.5%，增速高于整体工业4.2个百分点。

亮点突出，隐患同样不该被遗忘。在中央财经
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看来，尽管我国经济企稳

迹象开始显现，结构也出现了积极调整，但仍处转
型阵痛期，企稳的基础较薄弱。他指出，一方面，
全球经济正处于曲折而又脆弱的复苏阶段，美日欧
等主要经济体都面临着通胀下降甚至通缩的局面，
外部环境仍然严峻；另一方面，产能过剩、要素成
本上升、创新不足等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经济运
行中仍存在一定下行压力。

“尽管经济趋稳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共识，但我
们也不能因此忽视经济中的潜在风险。比如资源错
配、影子银行、金融市场波动等，特别是要警惕区
域性风险发展为系统性风险。”权衡提醒。

解决融资难 央行再发声

当今实体经济发展存在诸多问题，如，融资难、用
工难、投资难、创新难、产能过剩等，直接冲击着宏观
经济基本面。专家指出，由于成本高升、利润微薄、回
报慢等因素，迫使一些企业忽视甚至放弃中长期建设意
愿，将工作重点转向短期投资。

央行披露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无论是增速还是增
量，中长期贷款均放缓，而短期贷款和票据则大规模扩
张。具体而言，企业及其他部门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余
额30.66万亿元，同比增长9.4%，增速比上季末高0.9个
百 分 点 ， 而 中 长 期 贷 款 余 额 34.41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3.4%，增速比上季末低0.9个百分点。

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央行日前再度发声，表示下
半年仍然会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保持流动性合理
适度，实现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改善和
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稳定金融市场预期，继续支
持实体经济企稳上升。

实体“解渴”传导需畅通

事实上，国家投放给实体经济的资金在增加。央行数
据显示，6 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131.58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1.9%。在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构成中，对实体经济发
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88.07万亿元，同比增长13.8%。从
结构看，6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6.9%，同比高1.1个百分点。

为何流动性不缺乏，但实体经济仍难“解渴”？中央

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撰文分析，货币传导机制
不健全，货币政策的效果难达预期，资金并未大量进入
实体经济，贷款依旧向国企、央企以及大企业集中，中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状况仍未得到有效改善。

郭田勇指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惜贷行为、存贷款
利率的刚性特征等严重阻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银
行贷款审批周期长，限制条件多，因而许多企业转向其
他途径获取资金支持，直接推高了融资成本，目前企业
融资成本普遍高于贷款基准利率，加剧了资金链的脆弱
性，不利于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央行发的金融报告中谈到总体社会融资成本有 6%
的下降，个人认为这个效应传导到一线的实际利率恐怕
比较困难，实体企业在产品出售过程中，尤其从原材料

到终端产品价格都在下降，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说，它体
会到的货币借贷的痛苦依然是比较真的。”财经评论人叶
檀认为。

创新投融资为企业“输血”

对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中国社科院金融所
法与金融室副主任尹振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当前政策是全方位的，不仅有行政手段，也有市场手
段，不仅从经济金融下手，还从土地、管理、行政、社
会等多个层面实施。从政策效果看取得了很多成绩，但
还有很多不足。

他说：“表面上看，中小企业融资难是融资贵、融资
慢和融资服务少，但是从根本上看，融资难的症结，一
是政策落实不够好。各部委各部门都出台扶持中小企业
政策，但很多政策并不一定能够落实，并且欠缺政策协
调配合和整体布局。二是政策效果缺少评估。”

实体经济一再“钱紧”也提醒大家，建立行之有效
的多层次市场体系，创新投融资体系刻不容缓。

尹振涛建议，一是通过创新更好发挥现有政策的作
用。比如突破现有的一些担保、抵押品等监管限制，对
中小企业融资采取有别于传统金融业务的流程；二是通
过创新，引导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
融的资金支持中小企业；三是通过创
新吸引市场力量和民间资本支持中小
企业。现在蓬勃发展的互联网金融大
多支持了中小微企业，需要做好政策
扶持和保护工作，合理引导这部分资
金服务实体经济。

部委政策给力 实体依旧“喊渴”

企业融资“栓塞点”到底在哪儿
本报记者 罗 兰

实体经济融资难一直是阻碍经济增长

的毒瘤之一。央行最新出台的《2015年上

半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的

情况说明，企业借贷主要用于满足流动性

需求，而非长期投资。国家发改委综合司

副司长高杲日前表示，要更好地引导资金

流向实体经济。要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的

配置，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定向

支持，进一步拓展直接融资渠道，有效降

低融资成本，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

金融环境。

●供给速度快时楼市难暴涨

我国房地产市场供应已经从过去总体偏紧、
部分地区过紧，发展到今天总体偏松、部分地区
过剩。当供给速度远快于需求时，很难出现 2009
年那样的楼市暴涨。即便是北上广深等供应偏紧
的一线城市，也有限购政策在控制需求规模，从
而抑制房价过快上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
虹说。

●对新兴产业发展应有耐心

包括健康养老等服务类产业在内的一批新兴
产业，目前确实处于高速发展阶段，这些产业在
整个经济当中增速较快，但基数较小。反观传统
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仍然较高。因此，即使我
国经济的新动力正在逐渐形成，但对于整个宏观
经济数据来说起到的作用尚不明显。对于他们的
发展不可一蹴而就，而应具备更大的耐心。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表示。

●要多讲京津冀一体化大局

运营商目前处于很艰难的时刻，但是从京津
冀一体化这个大局去看，运营商要去支持。另
外，目前运营商面临的挑战比较多，比如微信。
所以运营商要有一个理性客观、大局的态度，勇
敢面对现实，拥抱移动互联网，积极支持国家京
津冀发展的大战略，这才是运营商要明确的。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经济与竞争力研究中
心主任曾剑秋表示。 （胡永建 王俊岭辑）

海关全国推广“汇总征税”
本报北京7月27日电（记者罗兰） 从海关总

署媒体吹风会上获悉，自 7 月 27 日起，海关在
全国推行“汇总征税”的税收征管新模式。海
关对符合条件的进出口纳税义务人在一定时期
内多次进口货物应纳税款，将实施汇总计征，
将有效缓解逐票征税与通关效率之间的矛盾，
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降低通关成本、促进
外贸发展。

汇总征税是海关在有效监管前提下实现“先
放后税，汇总缴税”，改变了传统的“逐票审核、
先税后放”的征管模式。该项改革于2013年10月
开始实施试点，截至 2015 年 6 月，参与试点海关
28 个，企业 81 家，汇总征税 150 亿元，涉及报关
单6.4万票，成效明显。

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汇总征税优势明
显，先放后税，缩短了通关时间；提高了资金使
用效率；简化了申请手续。

盛夏时节，陕西省洛南县的千亩万寿菊争
相盛开，进入了采摘季节。

万寿菊的花朵是天然叶黄素的主要原料，
素有“软黄金”之称。洛南县把发展万寿菊种
植作为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渠
道，今年已种植 2000 多亩，实现经济效益 500
多万元。此举既带动农民致富，又形成花海景
观，促进旅游休闲产业的发展。

图为正在采摘万寿菊的花农，谈起收入高
兴地笑了。

祝 赫摄 （新华社发）

7 月 28 日上午，浙江义乌市管道天然气工程
夏演高压门站，义乌市天然气有限公司技术人员
正在对高压门站设备的气压及气温进行每隔一小
时的巡检。从 28日起，义乌市作为浙中地区首座
正式启用西气东输天然气的城市，每天供应天然
气达2万多标准立方。 吕 斌摄 （人民图片）

浙中启用西气东输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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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采“黄金”
花农笑颜开

新疆兵团推行“减棉增粮”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7月28日电 （记者潘莹）

记者从28日召开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二季度经济
运行新闻发布会获悉，作为全国重要的商品棉生
产基地，兵团今年进一步优化农业种植结构，通
过实行减棉增粮，以实现稳粮优棉。

兵团统计局发布的统计结果显示，截至 6 月
25日，兵团棉花面积为915.3万亩，较上年实际减
少 135 万亩，下降 12.9％；粮食面积 461.3 万亩，
同比增长10.7％。

记者了解到，兵团今年退出的 100 余万亩棉
田均为次宜棉区和低产棉区。

同时，兵团“稳粮”效果明显，据介绍，今
年兵团夏粮面积、总产、单产实现“三增”，预计
兵 团 夏 收 粮 食 作 物 总 产 量 121.51 万 吨 ， 增 长
17.9％，单产460公斤，增长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