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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新闻社建社70周年强调

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增强报道亲和力和实效性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在中国新闻社建社70周年之

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

贺信，向中新社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 中新社坚持爱国主义

的报道方针，坚持为侨服务，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发挥了积极作用。

习近平希望中新社以建社70周年为新的起点，创新国

际传播话语体系，加快融合发展，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增强

报道亲和力和实效性，积极联系海外华文媒体，为展现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

推动中外文明交流、民心相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3日上午， 庆祝中国新闻社建社70周年大会在京举

行，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

统战部部长尤权出席大会并讲话。 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

针，突出中新特色，面向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社会

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外文明交流和民心相通，不断壮大

海外知华友华“朋友圈”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

人心和力量。

会上，中新社负责人和老同志、青年职工代表发言。

中新社由中国新闻界和侨界知名人士发起，于1952年

10月1日正式成立。 目前，该社有52个境内外分社，建立了

24小时不间断的信息发布系统，形成了覆盖海外大多数华

文媒介的用户网络。

呵护流动性

货币政策有望持续显效

●本报记者 彭扬

临近四季度， 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操作的讨论

逐渐升温。 一位机构人士表示：“连续投放跨季资

金释放了明确的信号，四季度流动性总体无忧，看

点在于总量工具是否被再度运用。 ”

本周以来， 人民银行适时启动跨季流动性投

放，连续5个工作日开展14天期逆回购操作。 业内

人士认为， 当前仍处于巩固经济回升基础的关键

窗口期，四季度有必要继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考虑到中期借贷便利（MLF）到期规模增加、新

增专项债发行力度重新加大和财政税收等因素影

响， 四季度动用总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可能性不

能排除，如用降准置换部分到期MLF等。 货币政

策有望持续显效。

适时适度增加资金供应

从9月19日至23日，人民银行连续5个工作日

开展7天期和14天期逆回购操作。 市场人士认为，

14天期逆回购操作适时重启并连续进行，释放了

明确的政策信号，有助于引导市场预期，保持季末

及长假前的货币市场稳定。

“9月末适逢季末又接着国庆节假期，资金需求

较大，人民银行相应增加资金投放量，以保证流动性

平稳跨季跨节。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说。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庞溟分析，9

月中下旬的流动性供求先后面临税期高峰、 政府

债券发行缴款、季末金融监管考核、长假居民取现

等多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波动压力。在这一背

景下， 预计人民银行将根据中短期流动性供求情

况，通过多种政策工具适时适度增加资金供应，熨

平流动性波动，保持货币市场稳定。

“从以往操作看，在春节假期、国庆节假期等

长假前， 人民银行多会使用期限稍长一些的逆回

购投放流动性， 以满足金融机构合理流动性需

求。 ”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梁斯表示。

用降准置换MLF讨论增多

自8月开始，MLF到期量增多，四季度还将进

一步增加。 数据显示，10月、11月、12月将分别到

期5000亿元、10000亿元和5000亿元MLF。此外，

2023年1月，MLF到期量也有7000亿元。 面对大

额MLF到期，近期业界围绕用降准置换部分到期

MLF操作的讨论明显增多。

从以往情况看，人民银行曾在2018年4月下调

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

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1个百分点。 上述银行各自按照“先借先还” 的顺

序，使用降准释放的资金偿还其所借的MLF。

专家指出，用降准置换部分到期MLF，可在基

本保持流动性总量不变的同时，向银行体系释放期

限更长、成本更低的资金，并传导至信贷和债券市

场，促进信贷投放和债券发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专家分析，当前，随着流动性消耗，金融机构

超储率已处于较低水平，从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营造适宜货币金融环境、 巩固经济回升基础的角

度出发，有必要给予补充。在信达证券首席固收分

析师李一爽看来，如果四季度降准，更多是为了补

充信贷扩张造成的流动性消耗。

另外，四季度MLF到期量大，需有所应对，如果

不全部续做，就需要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对冲。国泰君

安证券固收分析师胡建文说，未来一段时间MLF到

期量较大，目前1年期同业存单利率低于1年期MLF

利率近70个基点， 商业银行续做到期MLF动力较

低，但MLF缩量操作会减少基础货币，进而影响货

币供应量。“通过用降准置换部分到期MLF的方式，

能降低商业银行资金成本，有助于进一步推动降低

社会融资成本，具有一定合理性。 ”他说。

此外，有机构判断，随着商业银行存贷款利差

收窄压力加大， 用降准置换部分到期MLF的必要

性和可能性均有提升。 第一创业证券研究报告认

为，当前银行利息差不断收窄，已处于近年来较低

水平。用降准置换部分到期MLF，不会对流动性总

量造成太大影响，有利于降低银行负债成本，缓解

息差收窄压力，也有利于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人民银行：

便利境外投资者更多配置人民币资产

●本报记者 彭扬 欧阳剑环

中国人民银行9月23日发布的《2022

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提出，推动金融市

场向全面制度型开放转型，提高人民币金

融资产的流动性。 进一步便利境外投资者

进入中国市场投资，丰富可投资的资产种

类，便利境外投资者特别是央行类机构更

多配置人民币资产。 支持境外主体发行

“熊猫债” ，继续做好粤港澳大湾区“跨境

理财通”试点工作。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空间充

足，政策工具丰富，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

区间具备诸多有利条件，这将有助于加快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保持和增强人民币资

产的国际吸引力。

跨境收付金额创历史新高

2021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各项指标

总体向好， 人民币支付货币功能稳步提

升，投融资货币功能进一步深化，储备货

币功能不断上升， 计价货币功能逐步增

强。 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在上年高基数的

基础上延续增长态势。

报告显示，2021年， 银行代客人民币跨

境收付金额合计为36.6万亿元， 同比增长

29.0%，收付金额创历史新高。 人民币跨境收

支总体平衡，全年累计净流入4044.7亿元。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发

布的数据显示， 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于

2021年12月提高至2.7%， 超过日元成为

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 于2022年1月进一

步提升至3.2%，创历史新高。

报告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发 布 的 官 方 外 汇 储 备 货 币 构 成

（COFER） 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人

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达2.88%，

较 2016年人民币刚加入特别提款权

（SDR） 货币篮子时上升1.8个百分点，在

主要储备货币中排名第五。此外，2022年5

月，IMF将人民币在SDR中权重由10.92%

上调至12.28%，反映出对人民币可自由使

用程度提高的认可。

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人民币

在SDR中权重上调，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人

民币国际接受程度，提升人民币资产国际

吸引力，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资产保持较高吸引力

报告显示，我国金融市场开放持续推

进，人民币资产对全球投资者保持较高吸

引力，证券投资项下人民币跨境收付总体

呈净流入态势。

截至2021年末， 境外主体持有境内

人民币股票、债券、贷款及存款等金融资

产金额合计为10.83万亿元， 同比增长

20.5%。 离岸人民币市场逐步回暖，交易

更加活跃。 截至2021年末，主要离岸市场

人民币存款接近1.50万亿元。

债券投资方面，截至2021年末，共有

1016家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其

中，直接入市507家，通过“债券通” 入市

728家， 有219家同时通过两种渠道入市。

全年债券投资流入8.11万亿元， 流出7.42

万亿元，净流入6876.43亿元。 其中，直接

入市渠道净流入4317.65亿元，“债券通”

渠道净流入2558.78亿元。

股票投资方面，2021年，“沪深港通”

业务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1.93万亿

元， 同比增长13.5%。 其中，“沪股通” 和

“深股通” 合计净流入4098.49亿元。

此外，截至2021年末，参与“跨境理

财通”试点的大湾区居民已超2万人次，参

与试点银行共68家，理财通跨境收付金额

合计4.86亿元。 北向通累计净汇入额1.76

亿元，南向通累计净汇出额1.06亿元。

“境外投资者进一步增持人民币资产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

局长王春英说。

推动更高水平金融市场双向开放

展望下一阶段，报告指出，人民银行

将坚持改革开放和互利共赢，把握好发展

和安全的关系，坚持以市场驱动、企业自

主选择为基础，稳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

平。 始终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服

务构建“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促进贸易

和投资便利化为导向，进一步完善人民币

跨境使用的政策支持体系和人民币国际

化基础设施，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推动更高水平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促

进人民币在岸、离岸市场良性循环。 进一

步完善本外币一体化的跨境资本流动宏

观审慎管理，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的底线。

此外，近年来，市场主体在跨境贸易

投资中使用人民币以减少货币错配风险

的内生需求不断上升。 报告强调，为更好

满足市场需求，（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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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原儿女新征程锚定新目标，以实实在在的收获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甘肃：抢抓机遇绽新颜

●新华社记者 任卫东 王铭禹 张玉洁

陇中黄土高原， 定西市渭源县元古堆村的

200多亩万寿菊竞相绽放， 上千亩马铃薯也到

了采挖时节。

2013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元古

堆村，入户看望老党员和困难群众。“咱们一块

儿努力，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的嘱托，甘肃全省

干部群众牢记在心，尽锐出战，精准发力，打响

脱贫攻坚的关键一役。

2012年至2021年，元古堆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长了七倍多，特色种植业蓬勃兴旺，乡村旅

游如火如荼。

“村民们忙着抢收， 以实实在在的收获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 元古堆村村委会主

任郭连兵说。

十年变迁，日新月异。 党的十八大以来，甘

肃省经济稳步增长，GDP2021年首破万亿元大

关，经济综合实力大幅提升；祁连山生态环境保

护“由乱到治，大见成效”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深入推进； 民生支出占财政

支出比例近年来保持在80%左右， 民生福祉不

断提升……

“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进经济结构

战略性调整” 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工作作出

的重要指示。 当前， 甘肃省处在战略机遇叠加

期，大力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省会、强县域行

动。工业领域招大引强，新能源、装备制造、有色

冶金等千亿级产业链正在加快形成， 老工业基

地生机迸发。

在陇东革命老区甘肃省庆阳市， 国家数据

中心集群（甘肃·庆阳）“东数西算” 产业园区

内，各类施工车辆来回穿梭，现场热火朝天。 今

年，庆阳市围绕“东数西算” 大数据产业谋划实

施重大项目12个，总投资113.11亿元。立足资源

禀赋和区位优势，乘着国家产业政策东风，庆阳

正积极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

点，在大数据产业新赛道下出“先手棋” 。

“我们将不负众望，持续深化‘放管服’ 改

革，服务保障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 庆阳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局长丑一斐说。（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