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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7月17日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

见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

习近平指出，你担任菲律宾总统期间，本着对人民负

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毅然作出改善对华关系的战略选

择，中菲关系得以重回正轨并蓬勃发展，为两国友好交往

作出重要贡献。 中菲同为亚洲发展中国家，两国发展根植

于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根植于合作共赢的亚洲大家庭。

中国奉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一向坚持与邻为善、

以邻为伴。 中方始终重视中菲关系，愿同菲方一道，推动

中菲关系行稳致远。希望你继续为两国友好合作发挥重要

作用。

杜特尔特表示，感谢中方对菲律宾经济社会发展给予宝

贵支持，特别是慷慨帮助菲抗击新冠疫情。 发展菲中友好关

系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也是大多数菲律宾人民的愿望。 我愿

继续为推动菲中友好发挥作用。

王毅参加会见。

MLF超额等价续做

三季度降准可期

●本报记者 彭扬 欧阳剑环

7月17日， 中国人民银行开展了1030亿元

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和330亿元7天

期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利率均与上期相同。

专家表示，近期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充裕，本

月到期MLF得到小幅超额续做符合预期，并释放

出支持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的政策信号。当前，

我国货币政策空间较为充足， 为保持货币信贷合

理增长，推动企业融资和居民信贷成本稳中有降，

进一步降息、降准皆有可能。新的降准举措可能在

三季度落地。

流动性较充裕

不少市场人士表示，7月到期MLF得到小幅

超额续做在意料之中。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7月以来资

金市场利率和主要银行的同业存单收益率均较稳

定地运行在相应政策利率下方， 且受6月政策性

“降息” 带动，较6月同期水平有明显下移。 这意

味着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较充裕，无需MLF加量

“补水” 。

在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及研究部

总监庞溟看来，小幅超额续做到期MLF在地方债

缴款增多及税期高峰来临的背景下， 有助于熨平

流动性可能受到的扰动。

“7月MLF延续超额续做格局，继续释放出为

银行体系补充中长期流动性、 支持银行加大信贷

投放力度的政策信号。 ” 王青说，6月信贷投放规

模再度回升后，着眼于增强经济增长动能，“宽信

用” 将继续推进。

MLF利率下调有空间

利率方面，本月MLF操作保持平价续做。“从

近期公布的金融数据看， 新增信贷和社融表现理

想，反映企业和居民融资需求稳步改善，利率整体

处于合理区间。 ”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

员周茂华说。

专家认为， 后续央行对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

的调节可能相对审慎。 从较长时间看，MLF利率

大概率趋势性下行，但下半年进一步降低MLF利

率的迫切性并不强。 后期若需加大稳增长政策力

度，MLF利率具备进一步下调条件。

王青分析，下半年CPI及核心CPI同比增速将

逐步见底回升，但整体可能处于1%以下的偏低水

平， 这为货币政策在稳增长方向适度发力提供了

较大空间。 此外，美联储加息进入尾声，加之央行

稳汇率政策工具箱丰富， 下半年人民币汇率贬值

压力可望得到缓解。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我国将保持货

币政策独立性放在头等重要位置。 这样看，无

论下半年美联储何时停止加息，都不会对我国

货币政策灵活调整构成实质性影响。 ” 王青如

是说。 （下转A03版）

宏观政策显效发力 国民经济恢复向好

●本报记者 连润

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

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5.5%，比一季度加快

1.0个百分点。 分季度看， 一季度GDP同比增长

4.5%，二季度增长6.3%。

“上半年， 随着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

行，宏观政策显效发力，国民经济回升向好，高质

量发展稳步推进。 ”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

晖表示，下阶段，要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着力

扩大国内需求，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培育壮大

新动能，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推动经济整体好转。

随着促进发展的积极因素累积增多， 经济有望继

续恢复向好。

经济增速含金量较高

“上半年5.5%的经济增速是含金量比较高的

速度。 ” 付凌晖分析，上半年GDP同比增长5.5%，

二季度增长6.3%。 5.5%的增速明显快于上年全年

3%的经济增速， 也快于疫情三年年均4.5%的增

速，经济增长回升态势比较明显。

具体而言，上半年，国内需求持续扩大。 数据

显示， 上半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8.2%，保持较快增长；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达到77.2%，明显高于去年；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3.8%，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

资分别增长7.2%、6%。

“扩大内需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效， 内需潜

力持续释放， 尤其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

增强。 投资持续增长，重点领域投资增长较快，有

效发挥优化供给结构作用。 ” 付凌晖说。

此外，工业生产延续恢复态势，服务业较快增

长。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3.8%，比一季度加快0.8个百分点；服务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6.4%，快于经济增速，其中批发零

售、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等接触型、聚集型服

务业增速回升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上半年，创新动能持续增强，

新产业成长壮大。 付凌晖介绍，上半年，规模以上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 锂离子电池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分别增长22.9%、29.7%；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2.9%。 新业态持

续活跃， 上半年，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0.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为26.6%。

付凌晖表示，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整体恢复

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回升向好态势。随着经济社会

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主要指标总体改善，为实现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回应多个热点话题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国内经济

持续恢复发展的基础仍不稳固。 在国新办17日举

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付凌晖回应了物价、房地产投

资、消费等热点话题。

对于社会上讨论较多的通缩，付凌晖表示，中

国经济目前不存在通缩现象， 下阶段也不会出现

通缩。 （下转A03版）

健全制度 企业海外募资回暖

●本报记者 昝秀丽

83家拟IPO企业递交境外发行上市备

案材料，6家A股上市公司通过发行GDR

（全球存托凭证）实现境外上市，21家企业

先后赴美上市……凡此种种映射出境内企

业海外募资热情逐渐升温。

法治兴则市场兴，法治强则市场强。 专

家指出， 今年以来， 境外上市备案新规及

GDR新规持续落地为境内企业境外上市提

供了更加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更好地

支持企业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预计未

来境内企业境外募资意愿将继续提升。

畅通境外融资通道

近年来， 监管部门持续健全资本市场

法律域外适用制度，畅通境外融资通道。

证监会最新更新的境内企业境外发行

证券和上市备案情况表显示，《境内企业境

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3月31

日施行后，截至7月13日已有83家企业递交

备案材料，仅7月以来就有21家企业递交备

案材料。

从上市地看，在83家企业中，20家拟在

纳斯达克上市，1家拟在纽交所上市， 其余

62家拟在香港交易所上市；从企业类型看，

接收企业多为新经济公司， 如数字零售

SaaS平台多点数智、创新药企君圣泰医药、

综合IT解决方案服务提供商迈越科技等。

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投资

银行部主管郑振宁分析， 备案新规加强了

备案流程与境外实践衔接， 完善了境外分

次发行等境外常见融资行为备案程序，有

助于提高企业融资效率，便利H股企业更加

灵活、便利地把握市场窗口。

GDR发行机制持续优化， 也在引导优

质公司“走出去” ，拓展境外融资新通道。

今年以来，已有十余家A股上市公司披露了

GDR发行预案。 随着华友钴业GDR本月发

行上市， 今年以来通过发行GDR在境外上

市的A股上市公司达到6家，发行上市目的

地均为瑞士证券交易所。

“这反映出整个市场和企业对于金融

规则逐渐熟悉。 国际投资者对于中国优秀

上市企业本来就非常感兴趣。 如今企业利

用这种方式走出去， 构成利好———国际投

资者有机会以一种更新的方式参与企业成

长。”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

胡捷说。

细化法律域外适用事项

完善法治是资本市场走向成熟的必由

之路。 开放条件下，建立健全资本市场法律

域外适用制度尤显必要。 业界注意到，今年

以来， 监管部门持续细化法律域外适用的

具体事项， 无论是境外 IPO， 还是发行

GDR，均迈入备案制新阶段。

2月17日，证监会发布《境内企业境外

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在市场人

士看来， 境内企业境外IPO热度悄然回升，

表明试行办法的成效逐步显现， 助力境内

企业更好借力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实现规

范健康发展。

GDR相关制度也持续完善。其中，证监

会5月16日发布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境外发行上市类第6号：境内上市公司境外

发行全球存托凭证指引》，明确境内上市公

司境外首次发行GDR， 应当在境外提交发

行上市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

备案。（下转A02版）

二季度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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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调仓大挪移

今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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