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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进一步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

●本报记者 黄一灵

8月5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日

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4年

下半年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以及2024年下半年中国

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外汇管理工作交流

会议精神，总结上半年工作，部署下阶

段任务。 关于下半年重点工作，会议提

出引导银行合理调整存款利率、配合推

动P2P网贷机构存量业务化解、 强化房

地产市场运行和金融形势监测分析、进

一步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等。

着力防控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会议要求，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经

济形势， 着力防控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求真务实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扎实做好

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

首先，强化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引

导辖内金融机构保持信贷投放合理增

长、均衡投放。 更好发挥结构性货币政

策工具作用，推动金融资源向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倾斜。引导银行合理调整存

款利率。推动降低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

本。 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 ，持续释放

政策红利。发挥上海科创金融联盟平台

作用， 促进对科技型企业的多元化融

资。 加快推动上海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

发展，强化绿色金融标准建设和交流合

作。 深化“四贷”长效机制建设，引导金

融机构加大首贷、信用贷、中长期贷款

投放力度，推动普惠小微贷款保持“量

增、价降、面扩、结构优化”的良好态势。

其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加

强重点领域风险监测，稳妥推进机构风

险化解。 配合推动P2P网贷机构存量业

务化解。强化房地产市场运行和金融形

势监测分析。

同时， 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

深入推进浦东引领区、自贸试验区及临

港新片区建设，更好服务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战略。 进一步扩大人民币跨境使

用。 推进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

提质扩面。 促进贸易新业态规范创新发

展。 指导完善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服

务。 积极稳慎推进银行外汇展业试点。

持续打击非法跨境金融活动。

最后，不断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

平。 深化法治央行建设，扎实做好执法

检查。 不断完善多元、包容的支付服务

体系。 继续加强涉诈资金防阻体系建

设。 持续提升银行账户服务质效。 稳妥

推进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系推

广工作。持续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现金

服务适老化水平。

引导信贷合理增长均衡投放

与此同时，会议还总结了中国人民

银行上海总部上半年各项工作取得的

新进展和新成效。

比如，上半年，在精准有力实施稳

健货币政策方面，引导信贷合理增长均

衡投放。引导金融机构运用降准资金加

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 落实

好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用足用好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做好金融支持大

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

在高质量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

方面，建立金融“五篇大文章” 协同推

进机制。加快推进上海科创金融改革试

验区建设，指导发布《上海金融助力新

质生产力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推动

《上海市转型金融目录（试行）》落地

实施， 支持上海绿色金融服务平台建

设。 推动辖内主体发行金融债券、科创

票据、绿色债券、乡村振兴票据。 推进普

惠养老再贷款相关工作。 开展上海金融

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实施工作。

在支持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

方面，参与航贸数字化建设。推动全国首

单以人民币结算的国产飞机跨境租赁项

目落地， 聚焦重点领域扩大人民币跨境

使用。 支持上海黄金交易所国际板指定

仓库建设。 推动柜台债业务发展。

在维护房地产市场安全平稳运行方

面，配合上海市政府出台房地产新政，调

降个人住房贷款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水

平。 推动落实金融支持房地产十六条政

策。 推动商业银行发挥经营性物业贷款

作用，帮助优质房企盘活存量资产；用好

人民银行抵押补充贷款（PSL）政策性资

金，支持“三大工程”建设。持续做好保交

楼金融服务。 加大住房租赁金融支持。

多地全力以赴抓经济

“中报” 交卷 万亿之城铆劲攻坚“后半场”

●本报记者 连润

年度GDP破万亿元，是城市经济发

展水平的一个里程碑。 2023年，中国共

有26座城市GDP过万亿元。 2024年已

过半，这26座万亿之城表现如何？ 中国

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26座万亿城市

中，超半数城市2024年上半年GDP增速

高于全国GDP增速（5%），向“新” 向

“绿” 发展态势明显。 对于下一步，多地

表示将全力以赴抓经济，奋力实现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经济发展稳

纵观26座万亿之城 “半年报” ，

“稳” 成为关键词之一。

从经济增速上看， 在这26座城市

中，有17座城市上半年GDP增速超过全

国5%的平均增速。 其中， 泉州增速最

高，达6.7%；苏州、福州紧随其后，双双

增长6.2%；重庆增长6.1%，同样跻身6%

以上行列。此外，还有7座万亿之城上半

年经济增速超过5.5%，其中深圳、无锡、

烟台增速均为5.9%，青岛、南通增速为

5.8%， 常州、 合肥紧随其后， 分别为

5.6%、5.5%。

从经济总量上看， 仅半年时间，上

海、北京两地GDP总量已超2万亿元，分

别达到22345.59亿元、21791.30亿元。

与 2023年年末GDP总量排名相比 ，

2024年上半年，部分万亿之城排名发生

变动。 其中， 重庆以15138.24亿元的

GDP总量超越广州，成为2024年上半年

全国经济体量第4名；宁波以8207.90亿

元的GDP总量超越天津， 位列第11名；

郑州排位上升1名至第15名，以7252.40

亿元的GDP总量超越长沙。 此外，南通

由第23名升至第17名，上半年GDP总量

达6286.90亿元。

重庆市统计局核算处处长陆昕表

示，上半年重庆全市经济延续回升向好

态势，发展动能持续恢复，经济运行总

体平稳。“上半年，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实

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交出了高分

报表。 ” 重庆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

向新动力足

从 “质” 的角度看， 向 “新” 向

“绿” 态势在26座万亿之城“半年报”

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经济发展新动能

强劲。

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方面，上半年，合肥以增长15%的成绩

位列第一， 显示出工业生产的强劲复

苏。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重点产业的

快速发展成为亮点， 汽车及零部件产

业、平板显示及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同

比分别增长24.5%和45.4%， 新能源汽

车产量51.5万辆，同比增长67.3%。

在排名实现赶超的万亿之城中，

重庆上半年汽车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0.3%， 拉动全市工业增速5.1个百分

点， 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1.5倍，

带动汽车产量重返全国城市第一位。

郑州新产业快速成长， 数据显示 ，

2024年上半年，当地规上工业高新技

术产业、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 增 加 值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16.8% 、

14.3%、11.2%。

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

进的背后，是创新动能发展壮大。 苏州

市统计局表示，2024年上半年， 苏州全

市新增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547家、创

新型中小企业2866家，获评数量居江苏

省第一。重庆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重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步

伐加快，新增科技型企业6009家、高新

技术企业1496家，技术合同登记成交额

同比增长34.8%。

“新质生产力通过强调高科技的作

用，能够进一步从供给侧为中国经济增

长注入新动能。 ”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

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

宋扬表示，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推动中国

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局面，最终实现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奔赴“下半场”

上半年已“交卷” ，全力奔赴“后半

场” ，全力以赴抓经济，成为万亿之城共

同的选择。

全力促进消费提升成为高频词。 成

都表示要用好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契

机， 推出有号召力的国际化演艺演出，

抓住旅游旺季吸引境内外游客来蓉观

演，联动商家、平台、酒店、景点、场馆等

扩大周边消费。 重庆将积极推进第二轮

汽车消费补贴，出台绿色智能家电等消

费品以旧换新配套政策。

“引资” 同样是多地关注的焦点。

济南市委常委会7月23日召开会议表

示，注重培育增量，推动本地企业做强

做优做大，提升招商引资质效，加强项

目谋划招引与落地建设，精准发力稳外

贸引外资，增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活力。

上半年经济增速稍逊一筹的佛山，

则聚焦“补短板” 。佛山市7月24日召开

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

会议时表示，要以招商引资为抓手壮大

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沿链经济，着力招

引一批初创型、创新型、科技成果转化

类、产业链补链类企业落户，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

“三季度是承上启下、冲刺攻坚关

键时期，重庆将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锚定目标、协同发力，干在实处、走在

前列， 坚定不移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 重庆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

壮大耐心资本

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上接A01版）对于创投优质

项目的退出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未

来， 通过企业并购方式退出的机构

将越来越多。

证监会开展私募股权创投基金

实物分配股票试点， 同意区域性股

权市场开展基金份额转让试点，也

为创投基金开辟新的退出渠道。 国

立波表示， 实物分配股票更适合市

场化LP（有限合伙人）。 如果未来

监管部门能在税收方面出台优惠政

策， 对推动实物分配股票的发展会

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在业内人士看来， 当前应大力

推动二级市场基金（S基金）发展。

若一些私募股权基金产品尚未到

期，底层的投资标的还没完全退出，

此时通过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二级市

场退出包括由S基金接手是一种较

好的方式， 此举将丰富创业投资企

业的投资和退出渠道。 国海创新资

本相关人士建议， 支持S基金市场

发展， 为私募股权二级市场提供流

动性，增加退出渠道。

加大重点领域资金投入

支持种业企业上市

（上接A01版）综合运用多种

货币政策工具， 推动金融资源向

“三农” 领域倾斜，持续健全多层

次、广覆盖、可持续的现代农村金

融服务体系，不断提升服务乡村振

兴能力和水平。 具体而言，将不断

优化完善政策体系， 加强顶层设

计，推动金融系统持续加大对乡村

振兴领域的支持。引导不同类型金

融机构结合自身职能定位、 业务

特色深耕“三农” 领域业务，持续

完善业务结构。 加快健全大中型

银行“三农” 金融服务专业化工

作机制， 强化农村中小金融机构

支农支小定位， 分省分类推进农

村信用社改革化险。坚持可持续发

展，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避免

行政化干预对市场机制造成扭曲。

继续牵头做好中央金融单位定点

帮扶工作，督促各金融单位落实好

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帮

扶责任， 持续加大在资金投入、人

才支持和帮扶政策等方面的倾斜

力度。

催热健身潮激活大消费

“奥运经济” 热辣滚烫

●本报记者 王舒嫄 见习记者 熊彦莎

巴黎奥运会赛事正酣，“奥运

经济” 热度居高不下，即便身处数

千公里之外， 也能感受到其掀起的

阵阵热浪。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期调研发

现，健身房、网球馆、羽毛球馆、游泳

馆等团购订单量迎来显著增长。 同

时， 冠军同款装备、 饰品的热度飙

升， 让奥运冠军们有意无意间展现

出强大的“带货”能力。 此外，夜间

观赛还带动了夜间消费增长。

研究机构认为， 随着更多大型

体育赛事的举办和人们对健康生活

的追求不断提高， 体育赛事将激发

出更加巨大的消费潜力， 推动体育

用品市场、 体育赛事经济再上一层

楼，联动文旅、餐饮等大消费产业协

同发展。

奥运冠军同款热销

“想要巴黎奥运会首金得主黄

雨婷同款幸运发夹，压力给到了义

乌。 ” 在社交媒体上，有网民如此

写道。

7月27日， 巴黎奥运会射击混

合团体10米气步枪比赛中，中国组

合黄雨婷、盛李豪夺金。 在为冠军

组合高兴之余，“神枪少女” 黄雨

婷头上的发卡，引起了网友们的关

注。“黄雨婷发卡好可爱” 等话题，

迅速冲上热搜。 不少网友在线“催

义乌” 。

商户万成英在义乌国际商贸城

经营饰品生意多年，这两天时间，仅

“黄雨婷同款发夹” 就已经卖出数

十万个。“夺冠的消息一出，我们就

赶紧生产， 当天晚上凌晨两三点工

厂就做出第一批货，共十几万个，瞬

间就被‘抢’完了。 ”万成英说。

要冠军同款发卡， 也要冠军同

款拖鞋。 当全红婵脚踏一双超有喜

感的“丑鱼拖鞋” 出场，瞬间点燃了

网友们对同款拖鞋的追捧。 淘宝上

一家售卖全红婵同款拖鞋的商家告

诉记者， 在全红婵穿此款拖鞋之前

每天的销量只有几双， 现在下单量

猛增，“这几天每天能卖掉几百

双。 ”

淘宝数据显示，“全红婵同款

拖鞋” 搜索热度本周上升113%，

“黄雨婷同款发夹” 本周搜索热度

上升120%。

“影院看奥运” 成新风尚

记者还注意到， 今年奥运比赛

在国内首次登上大银幕， 在电影院

里看奥运成为今年观赛新风尚。

“以前球赛季经常在酒吧看比

赛， 今年在影院看了好几场奥运决

赛。影院的屏幕比酒吧更大，观众们

带了国旗和应援物， 气氛比想象中

更好。 ”在影院观看了奥运乒乓球、

网球、 羽毛球等多场比赛的林女士

告诉记者。

今年， 中影院线与央视进行版

权合作， 在全国范围内符合直播放

映条件的800多家影城进行巴黎奥

运赛事直播， 直播内容包含开闭幕

式以及篮球、乒乓球、羽毛球、女子

跳水10米台、女排等热门赛事。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8月5

日， 影院奥运直播的观看人次接近

5万，累计票房突破210万元，其中

半数票房由7月30日贡献。当日“莎

头” 组合在乒乓球混双夺冠，影院

奥运直播票房达112万元。

“影院直播奥运的火热程度超

出预期， 乒乓球混双的预售票全部

售罄。 ” 中影国际影城天天中影店

经理吴莹表示，“影院看奥运” 给了

观众更多选择，拓宽影院客群，创新

消费场景。

奥运观赛带火夜间消费

本届巴黎奥运会，不少比赛在

北京时间的夜间进行。消费者在尽

情观看比赛的同时，小海鲜、火锅、

烧烤等夜宵美食成为热门观赛

“搭子” ， 多地夜间餐饮消费快速

增长。

抖音生活服务数据显示，7月

26日至8月1日，抖音生活服务平台

内小海鲜、火锅、烧烤团购增长颇为

可观， 订单量同比增长分别达到

111%、99%和87%。此外，啤酒和毛

豆也成为受欢迎的夜宵单品， 订单

量同比增幅达到213%、78%。

在奥运热潮的带动下， 全民运

动热情持续释放，不仅羽毛球、乒乓

球等传统热门项目的大众参与度进

一步提升，骑行、冲浪、攀岩等小众

运动参与热情也被激活。

抖音生活服务数据显示，7月

26日至8月1日，平台内健身房团购

订单量同比增长达127%，网球馆、

羽毛球馆、游泳馆的同比增幅也分

别达到76%、68%和66%，攀岩馆相

关团购订单量同比增幅达72%。 美

团数据也显示， 奥运会开幕以来，

游泳、羽毛球、射箭、室内冲浪、攀

岩等项目成为消费者搜索最多的

项目。

专家表示， 赛事经济作为体育

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呈现

出蓬勃发展的态势。特别是，赛事经

济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日益加深，体

育赛事与旅游、文化、商业等领域的

融合， 可以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随着政策支持体系不断

完善，未来，赛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将具备更加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湖南湘潭：抢插晚稻

恢复生产

8月5日， 在湖南湘潭县河

口镇莲托村， 村民驾驶插秧机

抢插晚稻（无人机照片）。

7月底，涓水湘潭县堤段发

生多处决口，造成部分农田、房

屋被洪水浸泡。洪水退后，当地

组织受灾群众积极开展生产自

救，对受损农田进行翻耕，抢插

补插晚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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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金融发文澄清市场转融通谣言

●本报记者 胡雨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8月5

日在官网发布公告，近日，个别自媒体

称“转融通数据全是虚拟的，融券卖出

的量实际上是根本没有上限的” ， 相关

说法属于造谣。

中证金融表示， 去年下半年以来，

证监会根据市场情况和投资者对融券

转融券业务的关切，采取了一系列加强

监管和逆周期调节的举措， 并于今年7

月10日依法批准中证金融暂停转融券

业务。 根据中证金融彼时发布公告，存

量转融券合约可以依法存续和展期，但

不得晚于2024年9月30日归还了结。

从上述新规发布后的实际效果看，

融券和转融券规模稳步下降。中证金融

表示，截至2024年8月2日，转融券余额

已降至171亿元，较7月10日新规前降幅

超过40%；融券余额已降至212亿元，较

新规前降幅超过30%。

在业内人士看来，中证金融暂停转

融券业务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东兴证

券非银首席分析师刘嘉玮认为，减少可

能涉及做空的力量， 打击违法违规行

为， 有助于推动市场形成上涨合力，配

合新“国九条” 等重要监管举措，资本

市场环境有望得到持续优化，进而推动

中长期价值投资资金进场交易。

此次暂停转融券业务是否会对券商

业绩带来影响？ 平安证券非银金融行业

首席分析师王维逸认为， 自2023年8月

起， 证监会针对融券业务实施了一系列

监管措施，融券业务规模明显收缩。对于

中证金融暂停转融券业务， 考虑到规模

已相对有限，王维逸认为，其对于券商的

业绩影响相对有限， 进一步体现呵护市

场稳健运行之意，提振市场交投情绪。

中证金融在公告中表示，欢迎广大

投资者积极建言， 提出可行的优化建

议。对于制造谣言并在网络上恶意传播

的，中证金融予以强烈谴责，对于造成

恶劣影响的，将启动法律程序，严肃追

究相关行为的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