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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试验区

激活创新发展动能

●本报记者 倪铭娅

从上海自贸试验区一枝独秀到21个自贸

试验区形成“雁阵” ，自贸试验区已成为我国深

层次改革的开路先锋， 一大批改革开放制度创

新成果从这里复制推广到全国。

今年迎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十周年，实

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成为各自贸试验区

发展的重点。 近期，多个自贸试验区在促进产业

协同创新发展、推动制度创新、对接国际高标准

经贸规则等方面下功夫，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

次改革，加快自贸试验区提质升级，推动高质量

发展。

打造产业集群

5月11日，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

定片区（正定新区、石家庄综合保税区）项目集

中签约仪式在石家庄正定新区举行。 这批签约

项目总投资约7.95亿元， 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

11亿元，涉及招商服务、现代物流、生物医药、

装备制造、国际贸易等重点领域。

在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 当地瞄准粤

港澳大湾区、 长三角等重点区域企业和产业项

目，开展精准招商，推动深圳华强（南宁）半导

体产业制造基地、 南宁德濠五象智能制造创新

中心等一批项目落地。

开展差别化探索， 推动集成电路、 生物医

药、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集中发展，是自贸

试验区提质升级的一项重要内容。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2年，21家自贸试验

区高新技术产业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

53.2%，增速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吸引、集聚功

能凸显。

“自贸试验区积极探索破除阻碍国内外创

新资源和要素集聚的体制机制性障碍， 推动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进一步增强吸

引、集聚功能，初步建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

产业集群， 有利于促进各地自贸试验区产业链

协同创新发展。 ” 商务部研究院学位委员会委

员白明表示。

推动制度创新

日前，上海市自贸办、江苏省自贸办、浙江

省自贸办、安徽省自贸办、（下转A02版）

货币政策兼顾多重均衡

M2和存款料平稳增长

●本报记者 彭扬

今年以来，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

人民币存款呈现较快增长态势。 人民银行数据

显示，4月末，M2、 人民币存款余额均同比增长

12.4%，分别较上年同期高1.9个和2个百分点。

有观点认为， 货币供应量增速与经济增速

相背离容易产生资金空转或流动性淤积等问

题。对此，专家表示，M2和存款增长受多重因素

综合影响， 应全面合理地看待其与实体经济运

行的关系。

货币政策充分发力

专家表示，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看待M2

和人民币存款的增长。

一方面，理论上，中长期内，货币和存款的

增长主要受经济发展和货币化进程带动。 一是

经济增长驱动。过去十年（2013年-2022年）名

义GDP年均增速为8.8%， 同期M2年均增速为

10.6%，M2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并略

高1-2个百分点， 合理满足了实体经济发展的

货币需求。二是转轨阶段的货币化需求。过去我

国货币增长受金融深化过程的货币化影响，除

GDP增长外， 资产价格的大幅变化也吸纳了货

币的增长，使得通胀水平能够基本保持稳定。

同时，从横向对比看，各国自身经济特点对

货币及存款增长也有影响。 我国以间接融资为

主的融资结构和居民习惯储蓄存款， 使得货币

和存款需求较其他经济体更大。统计口径方面，

欧美对存款纳入M2统计有金额或期限方面要

求，我国则没有类似限制，M2口径相对较大。

另一方面，实践中，搞好跨周期调节的要求

更加明确，近期M2和存款的较快增长很大程度

是宏观政策适度发力、 市场主体行为变化的体

现。 从宏观政策看，去年以来，逆周期调节力度

加大，稳增长一揽子政策陆续实施，货币政策充

分发力，配套资金先行到位，相应表现为金融数

据领先于经济数据。 同时，今年以来实体经济的

生产流通传导、消费需求等恢复仍有时滞，经济

循环阻滞摩擦未消，也导致货币流通速度降低，

市场主体的货币持有量和预防性储蓄存款上

升。 （下转A02版）

4月多项数据向好 经济延续恢复态势

●本报记者 连润

国家统计局5月16日发布数据显示，4月，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8.4%， 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经济社会全面恢复

常态化运行。

国家统计局表示，4月，国民经济延续恢复态

势，向好因素累积增多。 下阶段，要把发挥政策效

力和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结合起来， 积极恢复和扩

大需求，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经济实现

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着力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

消费增长有巨大空间

4月，市场销售延续扩大态势，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同比增长18.4%， 比3月加快7.8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

促消费政策也在持续显效， 居民消费恢复态势向

好。 ”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

司司长付凌晖说。

接触性服务消费快速增长。 随着居民外出购

物、就餐、旅游、观影活动增加，相关消费明显增

多。 4月，餐饮收入同比增长43.8%，营业性客运量

成倍增长，电影票房也大幅增加。

升级类商品零售额增势较好。 4月，商品零售

额同比增长15.9%。 限上单位商品零售额中，化妆

品类、金银珠宝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同比增速均超

过20%，消费升级态势持续显现。

网络零售和实体店零售均在改善。 随着物流

进一步畅通， 居民网上购物消费持续增长。 1-4

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0.4%，比1-3

月加快3.1个百分点。 同时，居民线下消费态势也

在改善，从实体店零售额看，1-4月，限上实体店

零售额增速继续加快， 其中百货店零售额同比增

长11.1%。

“近期，文旅消费、网红特色消费、直播带货

消费热度比较高，成为消费回升向好的新亮点。当

前，消费恢复仍是初步，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和消费

意愿增强还有空间。 ” 付凌晖表示，随着经济好

转、就业增加、消费环境改善，我国消费增长动力

有望继续增强。从中长期来看，我国消费规模扩大

态势在持续显现，消费升级的驱动力还在增强，持

续加大对消费的带动。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推进，农

村消费市场潜力还很大， 意味着我国未来消费增

长有巨大空间。（下转A03版）

丰富交易品种 防范利率风险

银行上线“互换通”业务

用电高峰将至

多地密集部署备战迎峰度夏

中国-中亚峰会新闻中心举行首场吹风会

5

月

16

日，中国

-

中亚峰会新闻中心举行首场吹风会，邀请外交部欧亚司、文旅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中国贸促会国际联络部有关负

责人介绍峰会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新华社图文

境内上市公司境外发行GDR指引发布

证监会表示，支持上市公司通过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募集资金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证监会5月16日发布境内上市公司境外发

行全球存托凭证指引，以规范境内上市公司境

外发行可转换为境内基础股份的存托凭证（简

称“全球存托凭证”或GDR）行为。指引明确了

境内上市公司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的申请

程序，以及规则适用、材料要求、实施安排等。

证监会表示，支持具有一定市值规模、规范

运作水平较高的境内上市公司， 通过境外发行

全球存托凭证募集资金， 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的主业领域，满足海外布局、业务发展需求，

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规范健康发展。

明确申请程序和规则适用

指引明确了境内上市公司境外发行全球

存托凭证的申请程序，以及发行承销等规则适

用情形。

申请程序方面，根据该指引，境内上市公司

境外首次发行全球存托凭证， 应在境外提交发

行上市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境内上市公司在境外提交发行上市申请前，应

由保荐人向境内证券交易所提交新增基础股份

发行的注册申请， 境内证券交易所参照上市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程序出具审核意见，

并报中国证监会注册。中国证监会可合并办理注

册及备案。境内上市公司在同一境外市场再次发

行全球存托凭证，新增基础股份发行注册程序与

首次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相同；境外发行完成

后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发行与承销方面，境内上市公司境外发行

全球存托凭证涉及的发行定价、 跨境转换期

限、锁定期等，应当符合《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互

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监管规定》 的相关规定。

指引还明确了募集文件、发行情况报告等相关

材料要求，要求披露跨境转换限制期满后全球

存托凭证转换为A股基础股票对发行人A股股

价影响等。

此外，指引还明确，3月31日前，境内上市

公司已在境外提交全球存托凭证发行申请，但

未获证监会核准的，应履行基础股份发行注册

及境外发行上市备案程序，可合理安排提交注

册申请及备案材料的时点；境内上市公司境外

发行全球存托凭证相关议案已经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无需重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拓宽境外上市融资渠道

自2022年2月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新规

落地以来，GDR发行明显加快。

有机构统计，新规落地至今，已有14家企

业成功发行GDR，募资总额50.37亿美元，平均

每家募资3.6亿美元。 另据不完全统计，有近40

家公司正在推进GDR发行。

机构认为，GDR既为中国企业“出海” 提供

了新路径，也为境外投资者打开了参与境内资

本市场的新窗口。

中信证券分析，与港股IPO、A股定增等融

资渠道相比，GDR在发行定价、审核周期、交易

限制、发行间隔等方面有着独特优势。 从2022

年已发行或拟发行GDR的案例来看，发行公司

正从内向传统行业往外向成长制造业转变。

证监会此前表示， 将立足服务构建新发展

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 会同相关部门继续推

动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机制优化完善， 拓宽

境外上市融资渠道， 提升跨境证券投资便利化

水平，支持符合条件的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

参与全球市场， 更好服务境内企业利用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沪深交易所也表示，

将继续稳妥推进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扩大

实施，持续推动上市公司赴境外发行GD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