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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焦点

找准发力点 稳增长新举措料持续出台

●本报记者 刘丽靓

近期， 国家发改委及各地发改委密集调研摸

底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 从相关会议释放的信号

来看，一季度经济指标边际改善，但需求收缩、供

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不小。下一阶

段，扎实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大力推动助企纾困仍

是稳增长政策的重点。

密集调研摸底经济运行态势

3月中下旬以来， 发展改革系统密集调研经

济形势。 3月23日至25日，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

秘书长赵辰昕先后主持召开一季度经济形势地

方、专家及行业协会视频座谈会，就当前经济运行

情况、 面临的困难问题以及应对措施建议听取有

关单位和专家意见。

此外， 国家发改委地区司以视频方式主持召

开一季度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地区经济运行分

析会议； 国家发改委产业司负责人主持召开工业

经济形势分析会。陕西省、海南省发改委等多地也

举行当地经济运行形势分析座谈会。

“有关部门加大对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的调

研，能有效摸准振作经济的着力点和突破口，也能

有效评估此轮疫情和外部挑战对经济运行的挑战

情况， 从而为做好下一阶段的稳增长工作找准发

力切入点。 ”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

副部长刘向东认为。

他认为，从前2个月数据看，在政策靠前发力

作用下，经济指标呈现边际改善，我国经济处在良

好的恢复通道之中，但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

转弱“三重压力”仍然不小，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

挑战明显增多。 一季度经济增速可能受内外环境

变化拖累，但仍会逐步向潜在增速水平靠近。

多地部署二季度稳增长工作

在分析预判一季度经济形势的同时， 多地也

加紧部署下一阶段经济工作。

海南省发改委表示，今年以来，海南省经济工

作开局良好，主要指标符合预期、优于全国。 当前

要千方百计稳运行、保增长，力促第二季度经济平

稳发展， 为实现全年奋斗目标打好基础。 3月上

旬，海南省发改委组建三个督导组，赴海口、三亚、

文昌、琼海等投资完成进度较慢的12个市县进行

实地调研督导， 督促市县采取强有力措施加快项

目建设。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忧， 应密切关注

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外溢风险，做好应急预案和

风险防范。”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范若滢认为，

应推动企业纾困政策落实、落细、落好，增强企业

政策获得感。 同时，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拉动内

需。 充分发挥专项债的“输血” 作用，扩大项目资

金来源渠道，加强基建REITs、资本市场等多种

渠道的融资功能。 加大对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等新基建项目，以及风电、光伏等绿色基建项目

的支持。

更多稳增长举措将适时推出

在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的背景下， 业内专

家预计， 更多稳增长举措将适时推出。 （下转

A03版）

▲ 4

月

6

日，湖北援沪医疗队员进入方舱医院。

▲

上海正将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改建成又一座方舱医院。

▲ 4

月

6

日， 医务人员在上海市普陀区长风新村街道为居民

进行核酸检测采样。 新华社图片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回应疫情热点问题

从细从实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6

日电

3月以来，疫情波及29个省份，总体

呈现流行范围广、 规模性疫情与散发疫

情交织、 外溢病例及续发疫情多发等特

点。 多地正从紧从严、从早从快、从细从

实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坚决筑牢疫情防

控屏障。

疫情形势怎样扭转？ 群众就医问题

如何稳妥解决？ 针对这些公众关心的问

题，6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

发布会作出集中回应。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雷

正龙介绍，3月中旬以来，随着各地疫情

防控措施的有效落实，此前疫情较为严

重的5个省份中，广东、山东、河北呈现

向好态势，上海和吉林疫情仍处于发展

状态。

“多地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证明，从严

从紧采取以隔离、管控、封控、筛查等为

核心的措施， 应对奥密克戎变异株引发

的本土聚集性疫情依然有效， 可以实现

‘动态清零’ 的既定方针。 ” 雷正龙说。

“要继续坚持‘动态清零’ 总方针不

犹豫不动摇，快字当头，加紧推进重点地

区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隔尽隔、应治

尽治。”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

表示， 各地要加强隔离点和方舱医院储

备，提升规模性疫情处置能力，并千方百

计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

尊友认为，当前疫情状态持续的时间，取

决于防控策略、防控措施落实的力度。 早

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从严从实

把防控措施落实到每一个环节， 近期疫

情多点散发的形势就会得到好转。

沪上企业多位一体

力争抗疫保产双胜利

金融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布

建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 由国务院金融委统筹管理

●本报记者 彭扬 赵白执南

中国人民银行4月6日消息， 人民银行等

部门起草的金融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稿），

即日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征求意见稿

明确建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由国务院金融委

统筹管理，作为国家重大金融风险处置后备资

金。 专家认为，金融稳定法将有助于防范化解

金融风险，进一步完善和加强我国金融稳定制

度的顶层设计。

建立维护金融稳定的长效机制

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维护金融稳定的目

标是保障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

持续发挥关键功能，不断提高金融体系抵御风

险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防止单体局部风险

演化为系统性全局性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金融风险的底线。

专家表示，金融稳定法的出台将有助于防

范化解金融风险、健全金融法治的决策部署和

建立维护金融稳定的长效机制。

近年来， 我国金融立法工作稳步推进，形

成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

险法等基础法律为统领的多层次金融法律体

系，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体系稳健运

行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与此同时， 金融法治建设仍然存在不足。

草案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显示，在金融稳定方

面， 缺乏整体设计和跨行业跨部门的统筹安

排， 相关条款分散于多部金融法律法规中，规

定过于原则， 一些重要问题还缺乏制度规范。

有必要专门制定金融稳定法，加强金融稳定法

律制度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充分发挥法治

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

人民银行强调，当前我国正向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立足“两个大局” ，有必要

制度先行、未雨绸缪，制定金融稳定法，总结重

大金融风险攻坚战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健

全维护金融稳定的长效机制，切实维护国家经

济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

“金融稳定法将为我国金融安全稳定提

供基础性法律保障，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我国金融稳定制度的顶层设计。 ”民生银行首

席研究员温彬说，整体看，草案征求意见稿内

容符合我国金融发展实际，切中金融风险防范

化解重点，将有效夯实我国金融稳定的法律基

础，有助于健全覆盖全市场的金融稳定监管制

度， 完善统一协调的金融风险防控处置机制，

有力促进新时期我国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的法治化、常态化，有效维护金融安全稳定。

人民银行表示，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

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充分吸收

社会各界反馈的意见建议， 进一步修改完善

金融稳定法草案， 按照立法程序配合立法机

关高质量推进后续工作，推动金融稳定法早日

出台。

未经批准不得设立金融机构

从具体内容来看，草案征求意见稿共六章

四十八条，分为总则、金融风险防范、金融风险

化解、金融风险处置、法律责任、附则。

在金融风险防范方面，草案征求意见稿明

确，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设立金融机

构，不得从事或者变相从事金融业务活动。

对于风险防范主体责任， 草案征求意见

稿提出，金融机构应当依法审慎合规经营，在

批准的业务和区域范围内开展活动。 金融机

构应当建立合理的股权架构， 加强公司治理

和内控机制建设， 防范大股东操纵和内部人

控制。 （下转A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