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休刊启事

根据国家有关2024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

通知以及沪深北交易所关于清明节的休市安

排， 本报2024年4月4日至7日休刊，8日恢复

正常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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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记者梅常伟）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28日在北京

八一大楼举行。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

仪式。

下午5时许， 晋衔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

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中央军委副主

席何卫东主持晋衔仪式。

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中央军委政法

委员会书记王仁华、国防大学校长肖天亮。

晋升上将军衔的2位军官精神抖擞来到主席

台前。习近平向他们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

了上将军衔肩章的2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 向参

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晋衔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 随后，

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

中央军委委员刘振立、苗华、张升民，军委机

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

加晋衔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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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发力空间大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上新”

●本报记者 彭扬

近段时间，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发

力，为经济回升向好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

境。业内人士认为，从近期政策信号看，科技创

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将在今年设立，抵押补充

贷款（PSL）额度有望进一步增加，结构性货

币政策工具持续发力值得期待。

发挥精准导向作用

当前，结构性货币政策在激励和引导金融

机构优化信贷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精准定向直达的优

点，有助于引导金融机构加大特定行业领域纾

困支持力度，避免过度宽松流动性引发潜在风

险，也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等。 ” 光大银行金

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说。

从信贷数据看，结构性货币政策发挥了精

准导向作用。

例如，国民经济重点行业信贷增长保持高

位。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人民银行了解到，2月

末，高新技术、“专精特新” 、科技中小企业贷

款余额分别为14.41万亿元、3.98万亿元、2.57

万亿元，同比增长14.2%、18.5%、21.4%，均明

显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各项贷款的比重进

一步上升。

同时，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国民经济薄弱环

节。 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日前介绍，2月末，

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3.1%；前两个月

增加1万亿元，同比多增1102亿元。 民营经济

贷款呈现量增态势。 2月末，民营经济贷款余

额同比增长11.6%，比同期各项贷款增速高1.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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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利

于结合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导向，为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与总量政策工具形成良好配合

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 当前17项结构

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为75106亿元。 其中，存

续工具10项，已到期工具7项。 专家表示，结构

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优势之一是可以根据经济

发展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重点需要“有进有

退” ，与总量政策工具形成良好配合。

在“进” 的方面，人民银行动作频频。 例

如，去年12月新增的5000亿元PSL额度已全部

发放；今年1月25日，分别下调支农再贷款、支

小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各0.25个百分点等。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日前表示，将设立科

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继续实施支持碳减

排再贷款，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激励

带动作用，引导金融机构科学评估风险，约束

对产能过剩行业的融资供给，更有针对性地满

足合理消费融资需求。

在结构性货币政策“进” 的过程中，也有

部分工具“到期” 。 比如，人民银行网站显示，

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科技创新

再贷款、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设备更新改造

专项再贷款、 普惠小微贷款减息支持工具、收

费公路贷款支持工具、房企纾困专项再贷款等

工具的存续状态为“到期” 。

“随着经济活动恢复常态，部分行业摆脱

困难，整体进入健康发展轨道，一些特殊时期

推出的结构性工具将有序退出。而对于一些尚

未完全摆脱困境的行业以及符合我国经济、产

业发展规划， 但金融资源支持不足的行业，后

续有望进一步延长结构性工具的使用时间或

创设新型结构工具给予支持。 ” 周茂华说。

增强经济内生动力

专家表示，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

精准有效，意味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发挥

更重要的作用，（下转A02版）

保量稳价优结构 今年普惠信贷总体目标明确

合理确定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涉农贷款利率水平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金融监管总局网站3月28日消息，该局近

日印发的《关于做好2024年普惠信贷工作的

通知》明确了2024年普惠信贷总体目标，即保

量、稳价、优结构。《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

构要力争实现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

于各项贷款增速的目标，大型商业银行、股份

制银行要力争全年实现监管目标。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今年，金融监管

总局首次提出“普惠信贷” 概念，就是说既服

务小微企业、三农方面市场主体，也服务个体

工商户、脱贫户、特定群体等。

推动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通知》 提出，2024年普惠信贷工作，要

立足于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牢牢把握金融

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形成与实体经济

发展相适应的普惠信贷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小

微企业、涉农经营主体及重点帮扶群体多样化

的金融需求。

《通知》 明确了2024年普惠信贷总体目

标，即保量、稳价、优结构。保量，即保持普惠信

贷支持力度，分领域提出小微企业、涉农主体、

脱贫地区贷款增长目标。 稳价，即稳定信贷服

务价格，指导银行加强贷款定价管理，合理确

定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涉农贷款利率水平，

推动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优结构，即优化

信贷结构。 增强对小微企业法人服务能力，加

大首贷、续贷投放，积极开发小额信用贷款产

品，推广随借随还的循环贷模式；突出支持小

微企业科技创新、 专精特新和绿色低碳发展，

强化对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外贸、消费

等领域小微企业信贷供给保障，加大对粮食重

点领域、脱贫人口等群体信贷投入。

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9.06万亿元， 同比

增长23.27%，较各项贷款增速高13.13个百分

点。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2.59万亿元，同比增

长20.34%，较各项贷款增速高10.2个百分点。

不断拓宽农村抵质押物范围

《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完善体制机

制，通过单列信贷计划、绩效考核倾斜、内部资

金转移定价优惠等方式，保持普惠信贷业务资

源投入力度。 增强数字化经营能力，优化信贷

审批模型，（下转A02版）

2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

比增长23.1%；

前两个月增加1万亿元，

同比多增1102亿元

破解国货美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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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月中国经济表现亮眼

专家建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多位专家3月2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

年会“中国经济展望” 分论坛上表示，今年1月

至2月中国经济表现亮眼， 全年5%左右的经济

增长目标有望实现。从中长期看，保持经济可持

续增长，应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

产率。

多举措促进消费增长

“今年中国经济开局良好，预计全年5%左右

的经济增长目标可以如期实现。 ” 北京大学光华

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刘俏说。

尽管经济开局良好，但综合国内外形势看，全

年要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仍面临一些挑

战，需加大政策力度。

在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朴之水看来，

中国设定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是较为合理和

现实的，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也面临较多挑战。应对

这些挑战，需继续提振消费者信心，让居民的钱包

更“鼓” ，多举措促进消费增长。刘俏认为，促进消

费增长应着力提高消费者可支配收入， 提振消费

者消费意愿。在这方面，宏观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

的支持力度可以更大一些。

除促消费外，还应加大力度扩大投资。刘俏表

示，出口在下半年可能将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为

支撑经济增长，投资需保持一定强度。

着眼于扩大内需，政策层面已有新举措。国务

院近日印发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行动方案》，有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德勤中国主席蒋颖认为，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

换新并非是盲目取代，而是与绿色化、智能化、数

字化的要求相符， 各类市场主体都可以在这一过

程中找到机会。（下转A02版）

延伸阅读·博鳌亚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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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质量稳步提升

国家药监局：

鼓励企业研发罕见病药物

荆荆高铁全线正式进入无砟轨道铺设阶段

3

月

28

日，牵引车在进行铺轨作业（无人机照片）。

当日，随着首对

500

米长钢轨平稳铺设在无砟道床上，荆荆高铁（荆门至荆州高速铁路）全线正式进入无砟轨道铺设阶段。

荆荆高铁自荆门西站起，终点与荆州站接轨，全长

77.6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呼（和浩特）南（宁）高速

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华社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