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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财经要闻

人民银行发布2023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用好各项调控储备工具 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

●本报记者 彭扬 欧阳剑环

中国人民银行17日发布2023年第二季度中

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报告表示，稳健的货币政

策要精准有力，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

结构双重功能，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用

好各项调控储备工具，调节外汇市场供求，对市

场顺周期、单边行为进行纠偏，坚决防范汇率超

调风险。

必要时创设新工具

“宏观经济有望延续好转态势， 未来与金融

数据将更加匹配。 ” 报告认为，当前金融数据总体

领先经济数据，主要是宏观政策和金融靠前发力、

实体经济恢复时滞导致的阶段性现象。 经济恢复

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消费和经

济恢复都需要时间。

报告称， 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

变。高质量发展的力量正不断积蓄，应对超预期挑

战和变化仍有充足政策空间。 对经济持续稳定增

长要有耐心、有信心。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 更好发挥货

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 稳固支持实

体经济恢复发展。 ” 报告表示，综合运用多种货币

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供应量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结构性工具要进一步聚焦重点、合理适度、有进有

退，根据经济金融形势需要调整优化，持续引导金

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必要时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 创设新工

具，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 我国货币政

策调整空间较大， 政策工具和政策储备较为丰

富，有条件加大实施力度。 “目前，我国金融机

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约为7.6%，仍有一定

下行空间。 同时， 要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

革，引导市场利率继续下行。” 董希淼说。（下转

A02版）

加快“织密” 交通网

重大项目有力有序推进

●本报记者 刘丽靓

东部沿海， 盐洛高速公路宿泗段全线

60联现浇箱梁任务全部完成；西部内陆，贵

南高铁贵阳至荔波段开通运营；祖国北疆，

北黑铁路首段新建线开通运营；南海之滨，

京九铁路跨线桥连续梁顺利合龙……

大江南北， 一项项交通重大工程正加

紧建设，牵引着基建投资加速落地。 数据显

示，7月份，28项投资额在5亿元以上的重大

铁路、公路、城轨交通、机场项目获批复，项

目总投资额近2360亿元。

业内人士表示， 一批交通重大工程项

目进展顺利， 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

交通网加快完善，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

加快铁路投资项目建设

铁路是国民经济大动脉。 国铁集团日

前发布的数据显示，1月至7月全国铁路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3713亿元，同比增长7%。

近期， 一批铁路重点建设项目迎来新

进展。 8月6日，成渝中线高铁千秋堰双线特

大桥首墩浇筑完成，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加快互联互通。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速。 近期，

由中铁十四局承建的沪苏湖铁路跨太浦河

悬灌梁完成合龙；沪宁沿江高铁8月转入运

行试验阶段， 经验收合格并通过安全评估

后，9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杭温铁路也开

始全线铺轨……

“展望全年，铁路投资建设仍有较大空

间。 ” 业内人士称，今年下半年项目进度有

望持续加快， 将有力提升铁路固定投资的

增长。

根据国铁集团数据， 预计今年全国铁

路固定资产投资7600亿元以上， 投产新线

3000公里以上，其中高铁2500公里。

“铁路投资建设是稳增长重要抓手，有

助于扩大有效投资，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

浙商证券研究所联席所长邱世梁预计，今

年铁路投资将迎来向上拐点，2023年至

2025年铁路投资总额2.5万亿元， 年均约

8400亿元，较2022年提升18%。

一批交通重大工程持续推进

除铁路投资项目建设加快外，公路、水

路、机场等项目建设也在提速。

重大公路项目建设提速，实现区域互联

互通。银昆高速宁夏段是我国交通扶贫骨干

通道工程，项目建成后，将与福银、青兰、泾

华等数条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历经37个

月的建设，8月13日， 银川至昆明高速公路

（宁夏段）重点控制性工程———全长1169米

的任湾茹河特大桥提前8天顺利合龙。

水运大通道扩能升级。 8月8日，引江济

淮工程引江济巢段沐集大桥主桥合龙，合

肥“通江达海” 更进一步。

机场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成渝世界级

机场群加紧建设、 白云机场三期扩建工程

正奋力推进，（下转A02版）

A04

资管时代

前

7

月我国对外投资持续增长

非金融类直投同比升

18.1%

银行代销战场转移

理财市场供需升温

六部门发文促进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循环利用

国家发改委

17

日消息，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循环利用的指导意见》。 其中提出，支持光伏设

备制造企业建立分布式光伏回收体系；为符合条件的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循环利用类项目提供融资便利，支持央企率先加强退役风电、

光伏设备循环利用。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设备大量应用，装机规模稳居

全球第一。 随着产业加快升级和设备更新换代，新能源设备将面临批量退役问题。

这是近日在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霞流镇拍摄的光伏电站。 文/本报记者 刘丽靓 新华社图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8月17日召开

会议， 研究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

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

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七下八上” 是防汛关键期，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

级党委和政府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责任，国

家防总、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履职尽责、 通力协

作，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冲锋在前， 解放

军、武警部队紧急驰援，中央企业和社会力量勇

挑重担，广大人民群众风雨同舟，共同构筑起防

汛救灾、守护家园的坚固防线，防汛抗洪救灾斗

争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会议强调，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全国

多地暴雨、洪涝、台风等灾害仍然高发，一些流

域仍存在洪涝灾害风险，华北、东北部分山区土

壤含水量已经饱和，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依然

不能有丝毫放松。个别地区旱情露头并发展，同

样不可掉以轻心。各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要始

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 始终把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放在第一位，以“时时放心不下” 的责任

感，慎终如始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各项工作。

会议指出，要精准预警响应，进一步加强气

象预警与灾害预报的联动，突出临灾预警，做好

点对点精准预报和滚动更新，强化预警指向性，

落实直达基层防汛责任人的临灾预警 “叫应”

机制，加强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落实应急预案

行动措施，把握工作主动权。 要突出防御重点，

流域性大洪水始终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要

把江河流域的防洪调度工作谋划好、落实好，全

面做好预案、队伍、物资和蓄滞洪区启用准备，

保障大江大河安全度汛； 要细化落实中小河流

洪水、中小水库度汛、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

涝等薄弱环节防洪保安措施， 把各类风险隐患

消除在成灾之前；要统筹抓好防汛和抗旱工作，

严防旱涝并发、 旱涝急转。 要果断转移避险，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 ，关键时候果

断撤离转移危险地带群众， 进一步细化人员转

移避险预案，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会议强调，要全力抢险救援，统筹调度国家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中央

企业和社会救援力量等各类救援力量， 确保高

效救援、科学救援，全力固堤排险，全力抢救被

困人员，全力搜救失踪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

伤亡；对薄弱堤段、关键堤防要提前进行加固加

高，安排专门力量不间断巡护巡查，及时处置管

涌、溃坝等重大险情，坚决守住安全度汛底线。

要妥善安置群众，这场灾害受灾面广、蓄滞洪区

启用多、转移安置群众多，要千方百计保障好受

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做好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

工作，强化市场保供稳价，尽快恢复灾区正常生

产生活秩序。

会议指出， 要用好救灾资金， 加快恢复重

建，抓紧抢修交通、通讯、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

抓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设施， 加大农资供应

保障力度，加强对农民的农技指导，组织农民积

极补种补救，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最大程度

减少农业损失，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加快推进

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公共设施恢复重建，保证

受灾学生都能按时开学返校。 要迅速启动灾毁

房屋修复重建， 确保受灾群众入冬前能够回家

或搬入新居，安全温暖过冬。金融机构要优化简

化相关程序， 加强对受灾地区的信贷支持和保

险理赔，同时持续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努力帮助

受灾群众和经营主体渡过难关。

会议强调，要认真排查总结，抓紧补短板、

强弱项，进一步提升我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

进一步建强各级应急指挥部体系， 完善调度指

挥、会商研判、业务保障等设施设备和系统，确

保上下贯通、一体应对。要加强国家区域应急救

援中心能力建设，立足执行急难险重任务，突出

区域性重大自然灾害救援需求， 尽快形成区域

救援实战能力。（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