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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强劲活跃增长极 区域协调发展红利不断释放

●本报记者 倪铭娅

进入6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发布已满一周年。 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经

过多次扩容，实现了从点到线、再由线到面的战

略布局， 在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前沿阵地的同

时， 也逐渐释放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能

量。随着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持续深入推进，各区

域经济总量不断攀升， 区域协调发展红利不断

释放。

“十四五” 规划纲要提出， 深入实施区

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

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构建

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支

撑体系。

业内预计，在政策推动下，区域协调发展将

打造强劲活跃的增长极， 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

新动力。

重大战略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随着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 我国各区域经

济总量不断攀升，区域发展协调性不断增强，重

大战略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2020年中国统计公报显示，分区域看，全年

东部地区生产总值525752亿元， 比上年增长

2.9%； 中部地区生产总值222246亿元， 增长

1.3%； 西部地区生产总值213292亿元， 增长

3.3%；东北地区生产总值51125亿元，增长1.1%。

其中，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

等作为重要动力源的引领作用强劲。 统计数据

显示，2020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86393亿元，

比上年增长2.4%； 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

471580亿元，增长2.7%；长江三角洲地区生产

总值244714亿元，增长3.3%。 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

大战略深入实施。

有分析报告预计，到2025年，京津冀、长三

角、 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经济体量将占全

国GDP的45%左右， 其对发展的拉动体现在五

大优势上，即规模经济效应、高质量人才池、较

高程度的对外开放、便利的城市交通，以及高水

平的产业一体化。

在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

任陶金看来， 区域发展战略充分发挥重点区域

产业集聚和规模经济的优势， 既提高区域经济

发展效率，又创造了更大市场，为我国经济发展

提供重要动力。

助力构建高水平开放新格局

通过增强区域发展战略与高水平对外开放

的相互促进，我国逐步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

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高水平协调均衡的区域开放，对于深入实

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至

关重要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

所研究员、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陈耀表示，要推进高水平的区域开放，一要抓好

区域内外的硬联通和软联通； 二要重点培育区

域输出型产业及开放主体； 三要把自贸区作为

区域开放的重要抓手。

从当前区域开放布局看， 自贸试验区等开放

平台已成为区域开放的重要载体。 商务部数据显

示，目前，我国已有21个自贸试验区，共计67个片

区，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

建平表示， 近些年， 我国一直在加大改革开放力

度，以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国家级经开区、综

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建设为突破， 加大先行先试

力度，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也为更多地区加快开放

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下转A02版）

前5月外资增持约4230亿元 债市引资成果丰硕

●本报记者 张勤峰

中国债券正成为金融市场吸引外资的重要

阵地。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境外机构持有我国

银行间市场债券3.68万亿元，为连续第2个月增

加，并较2020年末增加约4230亿元。

分析人士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前景良好，人

民币资产收益具有优势， 加之金融市场持续扩

大开放， 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债市参与程度稳步

提升，未来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在构建金融双向

开放新格局过程中，境内主体“走出去” 渠道也

逐渐丰富起来，债券市场方面，“南向通” 可能

成为下一个看点。

外资继续加仓 总量与占比双升

央行上海总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

月末， 境外机构持有银行间市场债券3.68万亿

元，约占银行间债券市场总托管量的3.5%，两项

数据较4月末的3.62万亿元和3.4%均有所增加，

显示境外投资者在中国债券市场的参与程度稳

步提升。

中央结算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5月

末 ， 境外机构在该公司的债券托管量为

32632.62亿元，较4月末增加约413亿元；上海清

算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境外机构在

该公司的债券托管量为4144.51亿元， 较4月末

增加约202亿元。综合测算，5月境外机构净增持

银行间债券约615亿元，为连续第2个月增持，且

较4月增持力度有所加大。

5月，境外机构继续保持活跃交投，总成交

超过8000亿元。央行上海总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5月，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现券交易量

约为8300亿元，日均交易量约为440亿元。 另据

债券通公司披露，5月债券通总成交超5059亿

元，日均成交超281亿元。

与2020年末数据相比，今年前5个月，境外

机构持有的银行间债券增加了约4230亿元，增

量超过了2020年前5个月的2384亿元。

外资增持具有趋势性

“目前来看， 外资增持的总体趋势还会持

续。 ”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

英此前就此阐述了四方面理由： 国内基本面为

外资增持境内债券提供了根本支撑、 债券市场

具有外资增配的发展空间、 中国债券的资产收

益相对有优势、 人民币资产呈现一定的避险资

产属性。

她提到，到去年年底，外资持有境内债券占

整个债券市场托管总量的3%， 低于美国的

28%，日本的14%，也低于巴西（9%）等新兴市

场国家，外资占比还有较大幅度提升空间。

她表示，3月底，富时罗素宣布从10月开始

分阶段把中国国债纳入富时世界国债指数，中

国国债在指数中的占比权重将达5.25%。 “有

市场机构预测，按照这个权重，中国的债券市

场应该会迎来超过1300亿美元资金流入。 ” 王

春英说。

关于外资增持境内债券是否可能带来风

险，王春英此前表示，境外央行等稳健型投资者

是持有境内债券的主力。另外，外资投资表现出

追求稳定收益的特征，以购买低风险债券为主。

今年5月数据显示，目前境外机构持有最

多的券种是国债，托管量为2.12万亿元，占比

57.7%；其次是政策性金融债，托管量为1.02

万亿元，占比27.7%；其后是同业存单，托管量

为2391亿元。 上述均为主权信用债券或低风

险债券。

“中国金融市场持续对外开放，债券市场仍是

相对稳定的外资投资渠道， 全球投资者也需要配

置人民币资产。 ”王春英说。（下转A02版）

老基金逆势获青睐

基民践行越跌越买

今年春节假期后的市场骤然转

向，让投资者遭遇较大情绪波动。 颇出

乎人意料的是，在近期震荡行情中，大

量资金竟悄然涌入一些老基金。 基民

的这一打法，让基金经理直呼“懵了”。

金牛基金周报

居民消费持续恢复

5

月社零增速回升可期

5

月经济数据公布在即。 作为拉动

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恢

复情况受到广泛关注。 专家预测，居民

消费料继续稳步恢复，

5

月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速将高于

4

月，未

来消费将持续稳步复苏。 长期来看，促

消费有赖于居民收入增加、 社保体系

完善等。

把握两大发展机遇

海外再造一个三一重工

全球权威调研机构

Off-Highway

Research

数据显示，

2020

年三一重工

共销售

98705

台挖掘机，占据全球挖掘

机市场

15%

的份额， 一举夺得挖掘机

全球销量冠军。 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

表示：“成为在国际上被消费者所公认

且接受的品牌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现在的成绩更多的还是体现在规模

上，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级品牌还

有一段路要走。 希望经过三到五年的

努力，在海外再造一个三一重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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