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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地一季度能耗强度不降反升

发改委敲警钟：坚决拿下不符合要求“两高”项目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司长刘德春13日主持

召开部分节能形势严峻地区谈话提醒视频会

议， 对今年一季度能耗强度不降反升的浙江、

广东、广西、云南、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节能

主管部门负责人进行谈话提醒，督促有关地区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进一

步加大能耗双控工作力度，确保完成本地区年

度能耗双控目标任务。

会议要求，相关地区要高度警醒一季度

严峻的节能形势，深入分析、深刻反思出现

问题的原因，切实采取得力措施，迅速扭转

当前工作的被动局面。 要加强用能预算管

理，强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加强

节能监察， 完善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

测，动态掌握情况。 要大力推进节能降碳重

点工程，加快推进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

化、化工等重点行业节能改造，深挖节能潜

力，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要开展建筑、交通、

照明升级改造，推动园区能源优化利用，提高

公共机构节能水平。 要按照有关通知要求，进

一步加强对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的监管，分类

梳理，分类处置，把不符合要求的“两高” 项

目坚决拿下来。

会议强调，相关地区节能主管部门要切

实履职， 加强工作督促， 依法推进节能工

作。 要抓紧开展“十三五” 能耗双控和重点

地区减煤情况考核和自查，就一季度能耗强

度不降反升的问题提出整改措施。要积极推

进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 尽快明确时间表、

路线图、施工图，切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

立在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

之上。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罗志恒认为，年初

以来国内外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具有一定泡沫，

部分受到流动性充裕以及市场投机炒作情绪

的助推，短期可能有调整。 未来大宗商品走势

将分化，钢铁、煤炭等碳达峰及环保限产行业

走势较强。

应对物价上涨

需更多从供给端着手

●本报记者 张勤峰

远超预期的美国

4

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

据，将近来火热的海外通胀话题引向高潮，给全球

金融市场带来一定影响，折射出投资者对全球货币

政策“转弯”的忧虑。 就我国而言，近期的物价上涨

有特殊成因， 单纯收紧货币政策未必是最佳选择。

有关专家认为，应对物价上涨，需更多从供给端着手。

不过，有关部门对物价上涨的关注度明显提升。

如果外部通胀压力不断增加，我国物价上涨预期持

续升温，货币政策将不会缺位，当前可能尚处于观察

期。 央行最新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在谈及物价上涨

时措辞温和，提出货币政策稳字当头，尽显对物价

指标上行的容忍度。

容忍不等于无视。 我国近期物价上涨具有结

构性、外源性及阶段性三大特征，简单地通过收紧

货币政策予以应对可能会“事倍功半”。 近期物价

上涨，主要源于大宗商品和部分原材料涨价，反映

在价格指标上，即生产价格出现较快上涨，居民消

费价格仍相对平稳， 物价变化具有鲜明结构性特

征，上下游传导受消费意愿阻碍。

从大宗商品涨价成因看， 本轮价格上涨在较

大程度上受海外阶段性供求“错位”影响，是境外

新冠肺炎疫情明显反弹制约供给端的后果。 我国

是大宗商品的主要进口国。 海外大宗商品价格上

涨，会对我国工业品价格产生影响。 简言之，当前

物价上行不是全局性的，主要压力来源不在国内，

主要矛盾也不是需求过热， 单纯收紧货币政策未

必能起到明显效果。

与此同时，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

居民消费仍受制约，投资增长后劲不足，中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困难较多，稳就业压力较大。在此

背景下，收紧货币更须谨慎。（下转A02版）

商务部：前4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近四成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13日在商务部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4月，全国新设立

外商投资企业14533家， 同比增长50.2%，较

2019年同期增长11.5%；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3970.7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38.6%（折合

590.4亿美元，同比增长42.8%；不含银行、证

券、保险领域），较2019年同期增长30.1%。

此外，高峰表示，随着稳定服务贸易发

展各项政策落地见效，服务贸易营商环境不

断优化，预计全年我国服务贸易有望延续向

好势头。

服务业吸收外资加快

高峰介绍，从来源地看，前4月，“一带

一路” 沿线国家、东盟、欧盟实际投资同比

分别增长62.8%、65.2%、9.2%（含通过自由

港投资数据）。

从区域分布看，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

区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39.1%、37.5%和

30.3%。

从行业看，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

额3129.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6.8%。 高

技术产业增长29.1%，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增

长34%，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5.4%。

“服务业正成为我国引资的新增长

点。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

长李俊表示，服务业吸收外资占全国吸收外

资比重越来越大。

在李俊看来， 服务业吸收外资加快，一

方面，是我国在服务业尤其是高技术服务和

现代服务领域有巨大需求；另一方面，是服

务型跨国公司具备相应优势，这些公司看好

我国服务业发展潜力。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大伟认为， 随着我国营商环境不断改善，

服务业对外开放力度持续加大，外资会继续

增加对我国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投入。

服务贸易有望延续向好势头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服务

贸易总体延续了企稳向好势头，一季度服务

进出口总额11581.9亿元，增长0.5%。 其中，

3月服务进出口增长7.9%，是2020年以来服

务进出口月度首次正增长。

展望全年服务贸易走势， 高峰表示，当

前，以数字技术为引领的新技术革命，为服

务贸易创新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随着稳定

服务贸易发展各项政策落地见效，服务贸易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预计全年我国服务贸易

有望延续向好势头。 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国

际疫情走势仍不确定，跨境人员流动依然受

限，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加剧，我国服务贸易

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

高峰说，商务部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创新

发展服务贸易， 继续强化综合改革探索，推

动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122

项改革举措尽快落地见效，研究促进服务要

素跨境流动的便利措施，改革完善技术贸易

管理体系，有序扩大重点领域开放，推进制

度型开放，大力发展数字贸易，加快服务外

包转型升级， 统筹推进特色优势服务出口，

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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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月， 全国实际使用外资

金额3970.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38.6%， 较2019年同期增长

30.1%。 一季度服务进出口总额

11581.9亿元，增长0.5%。 其中，

3月服务进出口增长7.9%。 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 随着稳

定服务贸易发展各项政策落地见

效，服务贸易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预计全年我国服务贸易有望延续

向好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