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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稳健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

维护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维护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彭扬 赵白执南

中国人民银行9月27日发布消息称，构建

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引导金融

机构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努力做到金融对

民营企业的支持与民营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贡献相适应。 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维护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日前召开2021

年第三季度例会。 会议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

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保持货币供应量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

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

会议指出，要加强国内外经济形势边际变

化的研判分析， 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防范外部冲击，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搞好

跨周期政策设计，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

衔接，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

伟表示，人民银行将坚持“以我为主” ，根据国

内经济增长、 物价及金融形势实施货币政策。

在当前背景下，“稳货币+宽信用” 有望成为

货币调控主要方向，预计货币调控将更加注重

结构性调节。

会议认为，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到更加

突出的位置，维护经济大局总体平稳，增强经

济发展韧性。 进一步发挥好再贷款、再贴现和

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工具等措施的牵引带

动作用，用好新增3000亿元支小再贷款额度，

支持增加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落实好

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

贷款支持计划延期工作，综合施策支持区域协

调发展。

人民银行9月9日表示新增3000亿元支小

再贷款额度，在今年剩余4个月之内以优惠利率

发放给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 支持其增加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 要求贷款平均利

率在5.5%左右，引导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明明表示，推动再

贷款加速落地将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

再贷款引导下投放的贷款利率低于同期同档

次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中小微企业生

产经营等恢复发展也将刺激其相关产业的生

产融资需求。

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此前在金融机构货币

信贷形势分析座谈会上强调，要继续做好跨周

期设计，衔接好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信贷

工作，加大信贷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的支持力度， 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保

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

济增速基本匹配。

川财证券分析师陈琦认为，后续央行将加

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优化信贷结

构，引导信贷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民营中

小微等领域。 此外，房地产领域的信贷增量仍

将有限。

有序推动碳减排支持工具落地生效

会议指出，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

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引导金融

机构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努力做到金融对

民营企业的支持与民营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贡献相适应，有序推动碳减排支持工具落地

生效，以促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完善

绿色金融体系。

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日前表示，经过几

年努力，我国已初步形成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

政策体系和市场环境，绿色金融在推动经济绿

色转型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

2021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

指出，按照《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务院常务会议

议定事项要求，人民银行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

通过向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

支持金融机构为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的重点

项目提供优惠利率融资。（下转A02版）

双碳风口来临 沪市主板公司践行ESG转型

●本报记者 黄一灵

一场关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

转型的变革正在资本市场上演。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在国民经济传统

支柱型行业集中的沪市主板，行业积极节能减

排，部分行业初步探索出绿色低碳转型的具体

规划和发力点。

践行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理念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后，ESG正成为

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抓手，也是评估企

业综合水平的关键标准。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在双碳目标下，

沪市主板行业积极转型，走上可持续高质量发

展之路。其中，传统“两高”行业采取措施节能

减排。

在重要行业中， 化工行业改进生产工艺，

探索低碳生产方式，电力行业持续增加清洁能

源发电量，减少“两高”产能。如万华化学通过

实施技术改造，提高蒸汽回收率、降低蒸汽损

耗率，从而削减了二氧化碳的间接排放；华能

国际持续强化碳排放统一专业化管理，根据可

再生能源发展及存量火电节能降碳情况，测算

并下达单位电量（含火电及可再生能源）碳排

放强度考核目标， 确保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

不断提升清洁发电水平。

传统“两高” 行业，即高污染和高耗能产

业，持续探索减碳发展。其中，煤炭采掘行业龙

头公司中国神华探索碳捕集技术研究与应用。

上半年， 其子公司锦界能源15万吨/年燃煤电

厂燃烧后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全流程示范项

目投运， 为我国燃煤电站推进实现 “近零排

放”提供了技术支撑。

这只是转型第一步。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到，接下来不同行业在ESG转型之路上的发力

点和侧重点有所不同。

中国石化相关负责人表示，打造绿色油气

田、绿色炼化产业、绿色储运体系、绿色技术支

撑将成为石油化工行业迈向绿色低碳发展的

重要路径。 南钢股份董秘唐睿表示，钢铁企业

在ESG转型过程中首先是完成国家对超低排

放、“碳达峰、碳中和”的要求。接下来，钢铁企

业要把握住ESG转型过程中的工艺流程变革、

技术革命、智能化升级、数字化转型等机遇，引

领传统制造业向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发展。

ESG转型投入构建“护城河”

随着ESG越来越受到市场重视，上市公司

不断加大ESG转型投入，并把绿色低碳作为企

业打造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内容。

以环保行业业绩为观察角度， 数据显示，

2021年上半年， 沪市主板环保行业近30家公

司合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5%；扣非净利润同

比增长超过40%；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

增长25%。其中，26家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上升，

21家公司扣非归母净利润同比上升。

专家表示，正是因为企业层面重视环境治

理、增加环保投入，环保行业才能业绩向好。

“我们对ESG转型投入与研发投入同等

对待，均列入公司年度投资预算。 ” 唐睿告诉

中国证券报记者，“ESG转型投入有助于塑造

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越来越多

国内外客户理解并支持公司的ESG转型投入，

优先选择我们的‘责任产品’ ，这将会为公司

带来可持续回报。 ”

“低碳冶金是公司以及钢铁行业在生存和

发展中的必经之路，相关投入是未来健康稳步

发展的基石，对公司经营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宝钢股份相关负责人说。（下转A02版）

最高法公布

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9月27日公布了十件反垄

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 最高法民三庭

庭长林广海介绍， 最高法正积极推进反不正

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司法解释的制定工作，

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正在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