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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中性”成大方向

中国货币政策如何走？央行本次发布的报告给出了明确答案。关于
下一阶段货币政策思路，报告指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和宏观政
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的总体思路，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

从此前的“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到这次的“实施好稳健中性
的货币政策”，如何理解货币政策由“稳健”到“稳健中性”的转变？

货币政策强调“稳健中性”有其现实需要。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
所所长孙国峰指出，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货币政策提供中性适度的货币
金融环境。一方面，中国经济需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因此在基础条件出
现较大变化时货币政策需要适时适度调整，防止经济出现惯性下滑；另
一方面，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以及杠杆率已经较高的情况下，也要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要充分理解‘中性’这一概念。就中国
经济发展现状来看，所谓‘中性’就是要求货币政策既不能过于宽松、
也不能走向紧缩，‘不紧不松’是其合理状态。具体来看，在货币供应规
模上要保持总量的适度与稳定，同时不断优化资金投向的结构，重视服
务实体经济。”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双支柱框架”抑泡沫

在实施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同时，防控金融风险将被放到更加重要
的位置。央行本次报告大篇幅提及“防风险”“抑泡沫”等问题，并强
调，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
范化解金融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如何防控资产泡沫、化解金融风险，央行给出了明确的思路。报告
指出，防止资产价格泡沫离不开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需更
好地发挥“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政策框架的作用。

“央行本次强调双支柱政策框架的调控作用，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这将为后期防控资产泡沫提供更为有效的解决措施。事实上，目前所谓
的资产泡沫主要是房地产泡沫，而房地产市场与宏观经济关联密切，其
泡沫的形成既会抑制实体经济发展、也会影响金融稳定。因此，防控资
产泡沫不是简单的货币政策问题或宏观审慎政策问题，而是要将二者结
合，通过两个政策的协调配合来提高调控的有效性。”宗良表示。

经济预期有所改善

除了在具体货币政策上传递新信号，央行本次报告在对宏观经济的
展望上也有一些新变化。宗良认为，报告中不少积极的细微变化正体现
了央行对于中国经济预期的改善。如相比于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央行
2016 年第四季度报告中“中国经济新的动能正在增强”的表述更为积
极，同时，“展望未来一段时期，有利于经济稳定增长的因素不少”

“2016年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减轻”等积极表述均是2016年第三季度报
告中没有的。

“央行在报告中直接提到‘2016年，中国经
济下行压力减轻，运行总体平稳’，之前都只是
提到‘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本次明确表态
经济下行压力减轻，反映出央行对于经济下行
的担忧情绪逐渐消散。”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
学家邓海清表示。

宗良指出，央行预期的改善更多还是基于
全球及中国经济客观情况作出的理性判断，有
着充分的基础。事实上，2016 年中国经济无论
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着明显改善。量的方
面，2016 年中国经济前三季度均增长 6.7%，第
四季度增长6.8%；PPI由负转正，且保持强势增
长；进出口逐季回稳向好。质的方面，经济结
构不断优化，服务业的比重继续提高，消费贡
献率达到64.6%，高技术产业加快增长。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
发布的《2016年第四季度中国
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成为市场
关注的焦点，报告中一些细微
的变化及对相关问题的解答更

是成为市场讨论的热点。对此，专家指出，央行2016年
第四季度报告为后期货币政策指明了方向，包括明确稳
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突出强调防控金融风险、提出“货
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政策框架。而除了货币政
策，报告中关于中国经济预期的积极变化也特别值得关
注，这既为实施稳健中性货币政策提供了基础，也为中
国经济企稳向好提振了信心。

外商投资中西部迎来新商机外商投资中西部迎来新商机
本报记者 李 婕

2月20日，山西省垣曲县示范幼儿园组织开展“讲春天故事画春天美景”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课堂上
感受春天，培养他们热爱大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图为该幼儿园老师在课堂上给学生展示蝴蝶风筝。

崔松良摄 （新华社发）

“春天”进课堂

据新华社北京2月 20日电 （记
者陈芳、胡喆） 科技部副部长阴和俊
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国家高新区
共 146 家，依托实力较强的国家高新
区建设的国家自创区 17 家。2016 年，
146 家国家高新区营业收入预计达
28.3万亿元，同比增长11.5％；工业总
产值20.5万亿元，同比增长10.3％。

目前我国146家国家高新区发展
势头强劲，发展态势良好。阴和俊介
绍，“十二五”期间国家高新区营业
收入保持年均17.4％的增长速度，尤
其是 17 个国家自创区对所在地区经
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辐射带动作用。
武汉东湖、湖南长株潭、四川成都等
国家自创区主要经济指标连续数年保
持 30％左右的增速。2016 年 1－11

月 ， 张 江 自 创 区 税 收 同 比 增 长
25.5％，苏南自创区财政收入同比增
长19.7％。

据了解，近年来科技部与地方党
委和政府一道，着力加强国家自创
区、高新区建设，加强高新技术产业
集群建设，对区域经济以及产业牵引
能力日益增强，已成为创新发展、转
型升级的重要引擎。

国家高新区渐成区域经济发展引擎

浙江1月外贸进出口同比增21.5%
据杭州海关统计，2017年1月，浙江省外贸进出口2178.4

亿元，同比增长 21.5%。其中，出口 1732 亿元，同比增长
17.8%；进口446.4亿元，同比增长38.2%。图为义乌国际商贸
城五金经营户杨晓丹 （左） 向尼日利亚客商介绍新款金属门
拉手。 新华社记者 谭 进摄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从 2015 年开始实施“一
村一幼”计划，推动教育精准扶贫，补齐彝区学
前教育短板。截至2016年12月底，全州已开办村
级幼教点 3060个，11万余名学龄前儿童受益。图
为 2 月 20 日，在普格县五道菁乡沙合莫村幼教
点，孩子们在教室内朗诵诗歌。

新华社记者 薛玉斌摄

四川凉山：补齐彝区学前教育短板

据新华社杭州2月20日电
（记者张璇、张遥） 记者20日从
阿里巴巴集团获悉，阿里巴巴
正式宣布与百联股份进行战略
合作。此次合作主要围绕新型
零售业务暂不涉及资本层面。

据介绍，阿里巴巴与百联
集团将通过整合线下店面、商
品资源、物流能力、互联网技
术支付工具、消费者数据等方
面展开全方位合作，合作关系
涉及店面升级以及合并客户的
实时订单，双方将结合利用大
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共
同建设新的零售模式，旨在为
消费者提供全时段、多场景的
新消费体验。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马云说：“新零售驱动下会引发
零售业的前端改革，带来商业变
化。阿里与百联的联手是线上和
线下、技术和实体、传统和创新、
现在和未来的合作，打造‘混合
经济体’、新零售经济体。”在他看来，技术普惠化才
是商业的未来。

百联集团是上海国资委全资拥有的大型零
售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拥有网点 4700 余家，遍
布 200 多个城市。阿里巴巴已是全球最大的在线
市场，2016 年平台销售总额共完成 3.7 万亿元的
交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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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大量进
入，内蒙古进出口商品结构实现进一步优化，与俄蒙经
贸合作水平不断提升。图为一列郑欧班列驶出二连浩特
国门。 新华社记者 连 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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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
益的保护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
的方向不会变。“三个不会变”代表着中国对外资的基本态
度。日前，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发布《中西部地区外商投
资优势产业目录 （2017 年修订）》，进一步扩大中西部地
区鼓励外商投资产业范围，并给予实在的优惠政策。在世
界与中国经济深度调整的背景下，外商投资迎来中国产业
转移与升级的新机遇。

中西部潜力持续释放

从“西部大开发”到“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
加上独特的资源禀赋优势，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已经连续
5年超过东部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亦有不俗表现。

2012-2016年，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986.7亿美元。2016
年，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 626.9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6%。同时，产业结构不断完善，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和服
务业的外资比重分别为7.6%、34.3%和58%。

国家发改委负责人表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投资
环境有了显著改善。有特点、有规模、有影响的外向型产
业集群逐步增多，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对外贸易、产业
升级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潜力还在持续释放中。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勇对记者分析，

“近年来，中西部经济发展亮点频出。在招商引资上面也表现
出强劲势头，为中国经济创造新的增长点。”

产业集群外向升级

新的增长点在哪儿？投资哪行最有前景？翻开 《目
录》便一目了然。

据国家发改委负责人介绍，《目录》遵循了几项原则：
一是适应外资产业转移新趋势。支持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
转移，发展外向型产业集群。比如根据地方需求新增了外
向型纺织、服装、家具等条目，积极承接东部地区和国际
上劳动密集型外资产业转移。二是充分发挥地方比较优

势。比如在一些农 （牧） 业优势省份新增了绿色食品加
工、标准化设施蔬菜基地建设等条目，促进农业生产方式
转变。三是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
服务业、严格控制产能过剩行业，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比
如在一些省份新增了旅游休闲、文化体育等生活性服务业
条目，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

对此，刘勇认为，中西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与整个
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密切相关。“此次优势产业目录调整至
少有两大亮点，一是服务业的开放；二是中西部的改革进
入深层次，包括劳动力、土地、金融等要素市场的进一步
开放。这不仅意味着产业和经济的变化，也将会带来一批
配套政策和机制的改善，对外商的吸引力会更大。”

政策利好优惠加码

明确投资领域，优惠究竟几何？
据悉，目前从事《目录》中的外商投资项目，主要可以享受

3方面政策：一是在投资总额内进口自用设备实行免征关税政
策；二是对于集约用地的项目优先供应土地，在确定土地出让
底价时可按不低于所在地等别相对应的《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
低标准》的70%执行；三是对于符合条件的西部地区外商投资
企业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新版《目录》将于2017年3月20日施行，2013年版《目
录》同时废止。符合新版《目录》的外商投资在建项目，可
以享受有关优惠政策。

“吸引外资的格局将发生改变，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商机到
了。”天津庆达投资集团负责人表示，中西部地区拥有独特优
势，特别需要外企的先进技术等，外企在这里的发展机会颇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