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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强调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

李强王沪宁蔡奇出席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7月

11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意

见》、《深化农村改革实施方案》、《关于推动能

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的意见》、《关于高

等学校、科研院所薪酬制度改革试点的意见》、

《关于进一步深化石油天然气市场体系改革提

升国家油气安全保障能力的实施意见》、《关于

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指

导意见》。

习近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 建设更高水平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我们主动作为以开放促改

革、促发展的战略举措，要围绕服务构建新发展

格局，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聚焦投资、贸易、金

融、 创新等对外交流合作的重点领域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积极主动把我国

对外开放提高到新水平。 要锚定实现农业农村

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目标，以处理好农

民和土地关系为主线， 加快补齐农业农村发展

短板，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

实基础。 要立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进入以降

碳为重点战略方向的关键时期， 完善能源消耗

总量和强度调控， 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

双控制度。要把推动高校教师、科研人员薪酬分

配制度改革作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

发展的重要抓手，逐步建立激发创新活力、知识

价值导向、管理规范有效、保障激励兼顾的薪酬

制度，进一步激发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创新创造

活力。 要围绕提升国家油气安全保障能力的目

标，针对油气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积极稳妥推

进油气行业上、中、下游体制机制改革，确保稳

定可靠供应。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

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

能的新型电力系统， 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

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副主任李强、王沪宁、蔡奇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发展面临复杂严峻的

国际形势。 要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顶层设

计，深化贸易投资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扩大市场

准入，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完善服务保障体系，

充分发挥我国综合优势， 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

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要

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紧健全国家安全保

障体制机制，着力提升开放监管能力和水平。要

把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同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 等国家战略紧密衔接起来，积极

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会议强调，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对深化农

村改革的部署， 要着力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

营制度，（下转A02版）

地方债发行将迎高峰

增量政策工具有望出台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近期， 多地陆续公布三季度地方债发行计

划。 其中，不少地方将在9月底前完成全年新增

债券发行任务。

专家表示， 地方债发行将在三季度迎来高

峰。随着新增地方债加快发行使用，稳经济效能

将持续释放。 结合当前经济形势看，下阶段财

政支持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增量政策工具有望

出台。

新增专项债发行料现“双高峰”

根据华金证券统计，截至6月30日，已有19

个省、 计划单列市披露了三季度地方债发行计

划， 合计计划发行14440亿元， 其中新增一般

债、新增专项债、再融资一般债、再融资专项债

分别拟发行1338亿元、6886亿元、3202亿元、

3014亿元。

专家认为， 地方债发行有望在三季度迎来

高峰。兴业研究分析师胡晓莉表示，在稳增长压

力加大、政府性基金收入承压的情况下，地方债

早发行、早使用的需求较大，新一批地方债额度

大多在第三季度发行完毕。 “预计三季度新增

一般债、新增专项债分别为0.18万亿元、1.14万

亿元，较2022年同期分别增加0.10万亿元、0.93

万亿元，对第三季度经济运行提供支撑。 ” 胡晓

莉说。

广发证券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新增

地方债提前批额度已基本发行完毕， 预计三季

度地方债可能发行完剩余额度的80%，10月至

11月发行完剩余额度的20%。

广发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刘郁表示，

从计划发行新增专项债规模来看，披露三季度

发行计划的省份计划发行新增专项债规模达

到剩余额度的81%，新增一般债规模达到剩余

额度的89%。 从发行节奏来看，7月至9月新增

专项债分别计划发行3223亿元、3093亿元和

1517亿元，7月和8月可能成为新增专项债发行

“双高峰” 。

更好发挥稳增长功效

从上半年地方债发行情况看， 民生银行首

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 今年地方债提前批额度

较多、下达时间较早，因此一季度发力明显。 由

于第二批新增地方债额度下达时间较晚， 导致

二季度地方债发行节奏放缓。 “上半年地方债

整体发行情况和2021年较为类似， 进度慢于

2020年和2022年同期。 ”温彬说。

温彬认为， 当前， 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

固，内需不足问题依然突出，市场预期和信心有

待改善， 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仍需财政政策

发力。

地方债是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重要抓

手。地方债加快发行有助于拉动有效投资，发挥

稳增长效能。 光大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高瑞

东表示，随着今年剩余地方债额度下达至地方，

新增专项债发行有望边际提速， 并在三季度基

本发完， 后续政策将侧重支持专项债尽快形成

实物工作量、提升资金使用效益，以更好发挥稳

增长功效。

基建投资增速有望回升

不少专家认为， 下阶段财政支持力度将进

一步加大， 增量政策工具也有望出台。 （下转

A02版）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5.73万亿元

信贷投放靠前发力 融资需求逐步修复

●本报记者 彭扬 欧阳剑环

中国人民银行7月11日发布的金融数据显

示，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5.73万亿元，同比多

增2.02万亿元。 6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3.05万亿

元，同比多增2296亿元。

专家表示，上半年信贷投放靠前发力，有效满

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 为宏观经济恢复回升提供

了有力支持。 6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好于预期，反映

市场信心提升，融资需求逐步修复。 下半年，政策

有望进一步加力，驱动信用稳定扩张，巩固经济恢

复基础。

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数据显示，上半年，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12.81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3.84万亿元，中

长期贷款增加9.71万亿元， 票据融资减少8924亿

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15亿元。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企（事）业单位

贷款是人民币贷款增长的主要贡献项。其中，中长

期贷款增长较快，票据融资同比大幅减少，信贷结

构持续优化。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6月以来，

逆周期调节政策加力，央行降息落地刺激投资和

生产需求，在季末信贷冲量和政策继续引导支持

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作用下，企业贷款仍有

支撑， 企业中长贷依然是新增信贷的重要拉动

力量。

上半年，住户贷款增加2.8万亿元，其中，短期贷

款增加1.33万亿元， 中长期贷款增加1.46万亿元。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梁斯表示，5月、6月短期贷

款出现连续多增，说明居民消费热情有所转暖。

M2同比增速维持高位

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87.3万亿元，

同比增长11.3%， 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

期低0.3个和0.1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

额69.56万亿元，同比增长3.1%，增速分别比上

月末和上年同期低1.6个和2.7个百分点。（下转

A02版）

上半年新能源汽车

销售374.7万辆

问询函回复“难产”

皇台酒业反常数据引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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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港口吞吐量和海船运力规模十年大幅增长

今年

7

月

11

日是第

19

个中国航海日，

2023

年中国航海日主论坛暨全国航海日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河北省沧州市举行。 在当日上午的启动

仪式上，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 《

2022

中国航运发展报告》 显示，

2022

年我国年港口货物吞吐量、 年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较十年前分别增长了

33%

、

56%

，截至去年底我国海运船队运力规模较十年前增长一倍。 图为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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