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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记者齐湘辉） 商务部台港澳司公
布最新统计显示，2016 年 1 月，大陆共批准台商投资项目 245
个，同比上升 23.1％，实际使用台资金额 2.1亿美元，同比上升
18.9％。

截至今年1月底，大陆累计批准台资项目95543个，实际使
用台资628.9亿美元。按实际使用外资统计，台资占大陆累计实
际吸收境外投资总额的3.8％。

1月份，大陆与台湾贸易额为131.6亿美元，同比下降16.7％，
占大陆对外贸易总额的4.5％。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为33.8亿美
元，同比下降 11％；自台湾进口为 97.8 亿美元，同比下降
18.5％。台湾是大陆第七大贸易伙伴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

当你实现不了目标的时候，不要
调整你的目标，而要调整你的措施，
从而实现目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
德

去年全球经济增长3％，全球贸易
增速为2％。在过去50年间，只有5次
全球贸易增长慢于全球经济增速，且
随后都发生了经济衰退。我们现在所
处的环境不容乐观，需要加倍努力，
加快改革的步伐。

——经合组织秘书长古里亚
改革在执行时需要决心、行动和

勇气，需要克服周遭的政治压力和政
治阻力。

——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兼首席
运营官英卓华

越推迟结构性改革，越侵蚀改革
空间，最好离悬崖还有 1 公里就预见
到，加紧改革，不要等到最后1米。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
结构性改革能够产生的效果，其

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如果坚定推
进改革，就可以获得回报。

——西班牙经济与竞争力大臣路
易斯·德金多斯

在结构性改革中，选择优先领域非
常重要。从务实的角度来看，要把有争
议的改革先放到一边，先进行没有争议
的改革，从最容易做的改革入手，正所
谓“垂得越低的果实越好摘”。

——印度财政部部长助理沙玛
（据新华社上海2月26日电）

本报北京2月26日电（记者周小苑） 国家统计局26日发布
的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显示，1月份全国70个
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均继续上涨，且涨
幅比上月明显扩大。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4 个一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平均涨幅分别比上月上涨0.5和
1.2个百分点，领涨全国。

数据显示，在北上广深 4 个一线城市中，新建商品房北京
环比上涨 1.1个百分点，上海环比上涨 2.6个百分点，广州环比
上涨 0.8个百分点，深圳环比上涨 4.1个百分点。其中，深圳是
70个大中城市中上涨幅度最高的。从同比来看，70个大中城市
之中，新建商品房价格下降的城市是 45 个，上涨的城市是 25
个。1月份同比价格涨幅中最高涨幅是52.7%，仍然是深圳；最
低下降4.9%，是湛江。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在解读时称，城市间
房价分化现象依然延续，房价明显上涨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和
个别二线城市。从同比涨幅看，一线城市上涨尤其明显。无论
新建商品住宅还是二手住宅，一线城市同比平均涨幅都高于
20％，远高于二线城市1％左右的同比平均涨幅。与此同时，绝
大多数三线城市同比仍在下降。

从数据看，房价已经开始上涨，三四线城市因为库存绝对
值过高，上涨不明显。这种情况下，2016年市场分化的趋势将
依然延续。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业分析，2016年上半年
房地产救市政策依然会持续出现，说明房地产对整体经济的影
响较大，楼市政策继续宽松。在分化的市场格局下，房地产依
然面临巨大的风险，特别是一线城市的地王对房价上涨的要求
非常高，未来一年二线城市将成为市场热点。

本报电（蔡云飞） 1月上旬，江苏
省南通市各项存款余额突破万亿元大
关，达 10810 亿元，南通由此成为国内
继苏州、无锡、佛山、东莞等市之后存
款迈进“万亿俱乐部”的地级市。这标
志着南通企业实力雄厚、百姓比较富
裕，城市金融实力和服务实体经济发
展的能力迈上新台阶。

据分析，存款的持续高速增长
得益于南通经济“十二五期间”的
持续快速发展。去年，全市 GDP 达
6148 亿元，较 2010 年增长 81%。全
市各类经济主体不断涌现和壮大，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 5062 家。经济

主 体 的 增 加 尤 其 是 企 业 规 模 的 壮
大，为对公存款的增长提供了源头
活水。2015 年末，全市各类对公存
款余额达 4768 亿元，占存款总量的
48.44%。而开放型、外向型经济的
快 速 发 展 ， 也 有 力地拉动了外资、
外汇存款的增长。

此外，百万劳务大军和海外新侨
从海内外汇回的巨额收入，成为储蓄
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

据统计，去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3.63万元，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1.73万元，同比分别
增长8.7%和9.1%。

1月份70城房价数据发布

楼市分化格局延续
一线城市上涨明显

今年首月

大陆批准台商投资项目245个

经济发展能力上新台阶

南通存款迈入“万亿俱乐部”

眼下，北京
市怀柔区杨宋镇
太平庄村“圣农
园农业休闲采摘
园”大棚里，色
泽鲜艳的西红柿
挂满枝头，进入
采摘时节，这种
绿色蔬菜受到市
民青睐，也成了
初春时节乡村一
道别样风景。

图为村民正
在大棚管理成熟
的西红柿。

卜向东摄
（人民视觉）

2月26日的上海格外引人注目。20国集
团 （G20） 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齐聚黄浦
江畔，共同讨论如何应对全球经济增长、风
险防控、利率汇率等问题。正如外界预计的
那样，人民币汇率再次吸引了无数的聚光
灯。有趣的是，一些认为“人民币币值被明
显高估”的金融机构和分析师呼吁，G20应
该协商促使人民币一次性大幅贬值到足以

“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并促进经济增长”的程
度。对此，多位专家指出，尽管如今人民币短
期波动大于以往，但人民币并不具备持续贬
值的基础，指望推动人民币贬值以刺激经济
亦不符合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规律，因
此所谓“协定”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内外形势今非昔比

“议程上并没有这一话题。”面对让人民
币贬值的提议，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早在

G20会议开始前便给出了明确的回复。
2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记者

会上亦表示，目前多个国家采用竞争性贬值
来赢得出口竞争力，但中国历来的观点是反
对竞争性贬值，反对用贬值赢得出口竞争力
的这种方式。周小川说，中国去年净出口数
量还非常大，货物贸易的顺差接近 6000 亿
美元，所以中国不会参与用竞争性贬值来增
强中国的出口能力。

事实上，和 1985 年美、德、英、法、
日 5 国就允许美元贬值达成“广场协议”
的时候相比，如今各国所面临的世界经济
形势与国际格局亦大有不同。有分析人士
指出，当前各国经济彼此交织、相互影
响，一枝独秀有可能出现，但是不会持
久。同时，如今 G20 成员性质更多元、更
平等，其中不乏中国、巴西、土耳其等有
影响力的新兴经济体，因此要想让 G20 达
成共同干预汇率这样的共识，难度远高于

30年前关系密切的“G5”会议。
上海市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徐

明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2005年以
来人民币积累了不少升幅，劳动力成本上升
也较快，如今人民币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回
调压力，这在当前部分国家货币竞争性贬值
的背景下显得较为明显。但如果据此认为人
民币需要大幅贬值或必将大幅贬值，则显然
不够严谨。

“一方面，‘存在高估’不能简单等同于
‘严重高估’；另一方面，在讨论是否有必要
人为地诱导人民币‘一次性大幅贬值’时，
还需要全方位地权衡利弊。”徐明棋分析。

转型踏好“中国节奏”

针对人民币贬值可能带来的影响，专家
表示，尽管在传统理论看来，本币贬值可以
在短期内刺激出口，但在世界经济整体疲软
的大环境下，外需本身就不足，货币贬值对
于外需的拉动效果也将画上一个问号。

“其实，人为促使人民币贬值对我们反
而有很多负面影响。比如，现在不少中国企
业在‘走出去’时使用外币借款的项目越来
越多，人民币贬值将会恶化其资产负债表；
再比如，人民币贬值还可能导致资本外流，
且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产生不利影响。此
外，刻意追求人民币贬值也会引起一些贸易
伙伴的反弹，不利于整体国际经济环境的改
善。”徐明棋说。

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到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到“去产能、去库存、
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再从
重大领域工程包到新型城镇化……事实上，
面对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下行压力，中国
有着一套涉及面广、针对性强、可行性佳的

“系统性解决方案”，并不会把希望寄托在
“货币贬值刺激出口”这一简单的传统模式
上。

对于“中国节奏”下的转型成果，《日
本经济新闻》日前刊文给予了积极评价。文

章列举了阿里巴巴、腾讯、大疆创新等民营
企业的成功案例，并援引国际研究组织“全
球创业观察”的调查结果指出，中国的成年
人中有13%-24%的人要么是在准备创业，要
么是创业 42 个月以内的早期企业家，创业
情况可以说非常活跃。

长期坚挺基础牢固

既然中国不主动打货币战，那么人民币
又会否被动地大幅贬值呢？消费对 GDP 的
贡献率达到66.4%，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
5.6%，2015 年技术改造投资达 9.5 万亿元，
56家中国的制造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一
组组数据背后，是中国经济正在跳动的新生
脉搏。

学者普遍认为，人民币的坚挺程度从根
本上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和外界信
心，尽管中国经济短期存在转型阵痛，但中
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
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
有变，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
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这些都是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底气之源”。

央行相关负责人在谈及未来货币政策时
也表示，中国将继续实施灵活适度的稳健货
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
量适度增长，货币政策是处于稳健略偏宽松
的状态，还要不断观察、适时动态调整。与
此同时，该负责人还指出，目前中国经常项
目顺差仍较高，而通胀则较低，经济保持中
高速增长，国际竞争力仍很强，因此人民币
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从中长期看，
人民币汇率的走向亦将反映经济基本面。

“目前央行的调控是有效、得当的。未
来，还应继续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适当
经济新常态，进一步向大众普及以一篮子
货币作为参考指标，理性看待人民币短期
波动；二是在开放资本账户的同时加强监
控，有效监管投机行为；三是继续发挥金
融在实体经济结构性调整方面的作用。”
徐明棋建议。

基本面长期向好 韧性强潜力十足

幻想人民币大幅贬值不现实
本报记者 王俊岭

北京：春来大棚果实丰北京：春来大棚果实丰

据新华社拉萨2月 25日电 （记者黄兴） 记者从西藏
自治区有关部门获悉，2015 年西藏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 8244 元，较上年增长 12％，连续 13 年保持两位数
增长。

西藏农牧民占全区总人口八成以上，改善农牧民生产
生活条件、增加农牧民收入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西藏不断加大支农资金的投入力度。数据显示，
西藏5年来累计落实支农资金787亿元，农牧业基础地位显
著加强。

近年来，西藏青稞、牦牛、矿泉水等高原特色产业加
快发展，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

得益于近年来的青稞良种推广、高标准良田建设和农
业科技服务，西藏粮食产量连年攀升，去年首次突破百万
吨，农民种粮积极性高。白朗县金嘎村村民达娃顿珠家种
了 93亩青稞，去年收获 7万多斤青稞，收入十余万元。他
说，粮食能卖好价钱，种地越来越有盼头。

为切实提高农牧民现金收入，西藏还积极组织农牧区
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西藏自治区人社厅介绍，近年来西
藏每年都实现60余万农牧民转移就业，每年劳务创收20多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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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二十国集团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上海开幕。
新华社记者 李 鑫摄

2月26日，二十国集团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上海开幕。
新华社记者 李 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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