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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出席全国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

努力实现“民生要托底、货运要畅通、产业要循环”

●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

4月18日，全国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要

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以实际行动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出席会议并部署十项重要举措。国务委员肖捷

主持会议。 国务委员赵克志出席会议并讲话。

有关部门和地方作了重点发言。

会议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脑中要有

全局。 要关心群众和防疫人员生活和身心健

康，改善物流从业人员工作生活条件并给予延

期还贷等金融支持。要足量发放使用全国统一

通行证，核酸检测结果48小时内全国互认，实

行“即采即走即追” 闭环管理，不得以等待核

酸结果为由限制通行。要逐个攻关解决重点地

区突出问题。 要着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通过

2000亿元科技创新再贷款和用于交通物流领

域的1000亿元再贷款撬动1万亿元资金，建立

汽车、集成电路、消费电子、装备制造、农用物

资、食品、医药等重点产业和外贸企业白名单。

会议强调， 各级政府都要建立工作机制，

集中统一指挥，分工分级负责。 充分调动各方

面积极性，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做到信息公开

透明，建立举报投诉机制，用好12328热线，24

小时专人值守，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4

月

18

日，在湖南省衡阳市，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工人进行打磨作业。

近日，各地企业统筹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和生产经营，进一步稳工稳产。

新华社图文

23条金融举措出台

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加强

●本报记者 彭扬

4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印

发《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金融服务

的通知》，从支持受困主体纾困、畅通国民经济循

环、 促进外贸出口发展等方面， 提出加强金融服

务、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23条政策举措。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表示， 当前受疫情和国内

外因素叠加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加大，需要更多金融

政策及时给予支持。 此次23条政策举措的出台将

靠前发力，对物流、产业链供应链、民营企业等提

供精准金融服务支持， 持续巩固和加大支持实体

经济的力度，稳定市场预期。

发挥货币政策双重功能

《通知》提出，发挥货币政策总量和结构双重

功能，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行业、企业、人群等金融

支持。

从总量上看， 人民银行多措并举保持流动性

合理充裕。 人民银行靠前发力加快向中央财政上

缴结存利润，截至4月中旬已上缴6000亿元，主要

用于留抵退税和向地方政府转移支付， 相当于投

放基础货币6000亿元， 和全面降准0.25个百分点

基本相当。 4月15日，人民银行宣布全面降准0.25

个百分点，将再投放长期资金约5300亿元。 从全

年看， 人民银行将总计上缴11000多亿元结存利

润，缴款进度靠前发力，视退税需要及时拨付，与

其他货币政策操作相互配合， 有力保持流动性合

理充裕。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表示：“在总量上，《通

知》要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同时，也要引导金

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 增强信贷投放总量的稳定

性。（下转A03版）

防疫生产两手抓

A02

首季GDP同比增4.8%�稳增长有望加力

国家统计局

4

月

18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

同比增长

4.8%

，比

2021

年四季度环比增长

1.3%

，但

3

月部分主要指标增

速放缓，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 专家预计，逆周期调控力度将进一步

加大，以确保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业绩稳 实体经济“基本盘” 地位巩固

●本报记者 任明杰 何昱璞 段芳媛

“公司业绩可以说是‘逆势’增长。 ”广济药业董事长

阮澍感慨， 在产品价格下降、 原材料价格上涨等重重挑战

下，公司2021年成功稳住了业绩的基本盘。

在传统挑战依然较多的态势下， 上市公司又直面疫情

多点散发、 地缘政治冲突影响加大等更多新的不确定性因

素，业绩增长面临更大压力。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上

市公司高管和专家认为，稳增长政策力度正不断加强，物流

不畅等痛点逐步得到解决，这将增强企业信心，改善市场预

期，助力上市公司加快动能转换，抢抓政策窗口期，为业绩

稳增长蓄势聚力。

迎难而上 业绩稳增

“2021年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47.50%。”阮澍介绍，作

为全球维生素B2主要供应商，2021年价格处于历史低位，

一度跌至每公斤90元，并长期在每公斤100元以下徘徊。 与

此同时，生产维生素B2的主要原材料玉米淀粉的价格持续

上涨，这给公司带来很大困难。

“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主要得益于公司大力推进改

革创新，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强化自主研发，加快产品布局，

加强外部合作，拓宽销售渠道等。 ” 阮澍说，尽管2021年产

品价格下降，原材料价格上涨，甚至部分子公司出现亏损，

但公司整体营收、净利润均在增长。

面对重重挑战，通过降本增效，大力改革，从而实现业

绩稳增，是不少上市公司的真实写照。 同花顺iFinD数据显

示， 截至4月18日， 已有3920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1年年

报、业绩快报或业绩预告。 其中，2516家公司实现净利润的

同比正增长，占比达64.18%。

当然，行业分化持续加剧。上游资源类板块的业绩增长

较快，下游消费板块的业绩整体呈下行态势。国泰君安研报

分析称，下游消费板块营收增速整体表现不佳，多数行业的

增速逐季回落。

但从整体看，上市公司作为实体经济“基本盘” 的地位

更加巩固。 证监会数据显示， 截至3月底， 境内上市公司为

4782家， 市值80.7万亿元， 比2018年底分别增长33.4%和

85.3%，规模稳居全球第二。 实体上市公司利润占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的比重， 由2018年的近四成增长到目前的约

半数；上市公司缴纳的税费，相当于全国税收收入的近1/4。

业绩稳增来之不易。在疫情冲击下，经济全球化遭遇逆

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脆弱性上升，世界经济复苏放缓、通

胀高企，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

“面临不确定性更强的外部环境， 公司发挥全产业链

抗风险与灵活经营的盈利捕捉能力，炼化、乙烯、新材料等

业务共同发力，实现业绩稳步提升。 ”（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