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行修订狭义货币统计口径 新增两项金融工具

个人活期存款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纳入M

1

统计

● 本报记者 彭扬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消息，12月2日，2024

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

在北京开幕。本次年会主题为“构建中国特色

现代金融体系，推动金融强国建设” 。 中国人

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出席开幕论坛并致辞时

表示，明年，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坚持支持性

的货币政策立场和政策取向。 优化货币供应

量统计， 将个人活期存款和非银行支付机构

客户备付金这两项流动性强的金融工具纳入

狭义货币 （M

1

） 统计， 并加强对广义货币

（M

2

） 等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和社会流动性的

监测。

完善货币政策框架

潘功胜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

体平稳，中国人民银行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

立场，数次实施货币政策调整，特别是9月下旬

以来，推出了一揽子增量政策，全力推动实现

全年经济发展预期目标。

“明年， 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坚持支持性

的货币政策立场和政策取向，综合运用多种货

币政策工具，加大逆周期调控力度，保持流动

性合理充裕， 降低企业和居民综合融资成本。

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加强对

科技创新、绿色金融、消费金融等领域的支持

力度， 促进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平稳发展。

积极推动货币政策框架改革，强化利率政策执

行和传导，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 ” 潘功胜说，

同时，优化货币供应量统计，将个人活期存款

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这两项流动性

强的金融工具纳入M

1

统计， 并加强对M

2

等各

层次货币供应量和社会流动性的监测。

潘功胜表示，完善货币政策框架，加快完

善中央银行制度需要各界共同来研究和推

动， 希望中国金融学会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

导向， 广泛凝聚理论界、 政策界和实务界力

量， 提出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研究成果和

建议， 为金融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强国建设贡

献智慧。

明年1月启用新统计口径

同日，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消息称，中国人

民银行决定自统计2025年1月份数据起， 启用

新修订的M

1

统计口径。（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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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支持央企发起设立创业投资基金

重点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建立尽职合规免予问责机制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国务院国资委12月2日消息， 国务院国

资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出台政策措

施，推动中央企业创业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支持中央企业发起设立创业投资基金，重点

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下一步，国务院国资委将会同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部门指导中央企业有序规范推进

创业投资基金设立运作，建立创业投资与创

新项目对接机制，推动国有资本加大前瞻性

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布局，为培育发展新质

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资本

支撑。

募集更多资金投向硬科技

着眼新技术新领域新赛道布局，优化出

资人政策供给。 国务院国资委积极推动国有

资本“三个集中” ，相关政策措施全面落实国

务院办公厅《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政策措施》有关要求，引导中央企业用好

创业投资基金这一市场化工具，打造适应创

新发展要求的产业投融资体系，推动中央企

业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致力长周期陪伴创新企业成长，推动国

资成为更有担当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 中

央企业创业投资基金要投早、投小、投长期、

投硬科技，以具备硬科技实力的种子期、初创

期、成长期的科技创新企业为主要投资标的，

长期支持陪伴科技创新企业成长壮大，中央

企业创业投资基金存续期最长可到15年，较

一般股权投资基金延长近一倍。

着力加大创新资本投入，募集更多资金

投向硬科技。 支持中央企业围绕主责主业，

聚焦重大战略、重点领域、重要技术，发起设

立概念验证基金、种子基金、天使基金等适应

科技成果转化及科技创新企业成长所需的创

业投资基金；支持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等符合

条件的企业发起设立创业投资母基金，发挥

母子基金放大投资功能；通过市场化方式积

极吸引商业保险资金、社会保障基金共同参

与，引领各类长期资本聚焦科技属性、技术价

值、新兴领域开展有效投资，带动形成创业投

资资本集群。

突出创业投资和产业投资理念，以创业

投资基金为“探头” 和“触角” 培育新质生

产力。 中央企业发挥创新主体作用，以创业

投资基金为“探头” 和“触角” ，围绕科技创

新和产业创新需求投资优质创新项目。 支持

中央企业创业投资基金与高等院校、 科研院

所、科技孵化器、产业园区等加强合作，构建

面向市场的科创孵化和产业投融资机制。 中

央企业要为创业投资企业提供战略引导、产

业应用、资源对接、资本运作等支持，符合条

件的优质项目可以通过市场化方式由中央企

业并购，也可上市、股权转让。

中国企业改革研究会研究员周丽莎认

为，在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推动中央企业创业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加

大对早期、小型、长期及硬科技企业投资，有

助于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培育发展新质

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有助于优

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提升国有资本配置

效率和使用效益；有助于引领和带动我国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建立全生命周期考核机制

针对国资创业投资“不敢投”“不愿投”

等问题，相关政策措施明确，健全符合国资央

企特点的考核和尽职合规免责机制。 建立以

功能作用为重点的创业投资基金全生命周期

考核机制，既要“算总账” ，对整体投资组合

开展长周期考核评价；（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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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第四次“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定战略自信 勇于担当作为

全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蔡奇出席 丁薛祥主持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2日在北京出席第四次“一带一路” 建设

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在当前严峻

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

量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但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

我们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

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办公厅主任

蔡奇出席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副总理丁薛祥主持座谈会。

座谈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外

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北京市委书记尹力、湖北省

委书记王蒙徽、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胡望明、 义新欧贸易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冯旭斌、 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

邢广程先后发言，结合实际介绍工作情况，提出

意见和建议。

在听取大家发言后， 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

话。 他指出，自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 倡

议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各方共同努

力，共建“一带一路” 始终秉持和平合作、开放

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始终坚

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

作范围不断扩大、合作层次不断提升，国际感召

力、影响力、凝聚力不断增强，取得了重大成就，

为增进同共建国家友谊、 促进共建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

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

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局部冲突

和动荡频发。 在此背景下，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 高质量发展，必须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有效克服地缘冲突影响， 正确处理增强共建国

家获得感和坚持于我有利的关系， 切实保障我

国海外利益安全。

习近平指出，共建“一带一路” 已经进入高

质量发展新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持共商共

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

指导原则，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八项行动

为指引，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坚持高质量发展和

高水平安全相结合、 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相结

合、科学布局和动态优化相结合、量的增长和质

的提升相结合，统筹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 、

规则标准“软联通” 和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

通” ，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 民

生项目建设， 统筹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和稳步拓

展新兴领域合作，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 机制，不断拓展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

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

习近平强调，要重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 机制建设，完善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

规划统筹管理机制，（下转A02版）

抢抓“冷”商机

消费市场暖意浓

●本报记者 王舒嫄

入冬以来，“暖经济”逐渐升温。近期，从保

暖服饰到取暖设备，再到热气腾腾的美食，衣、

食、住、行等行业的冬季产品迎来消费旺季，众

多商家紧盯消费需求，抓住“冷” 商机，为消费

市场增添浓浓暖意。

保暖服饰站上风口

近期，随着气温进一步降低，羽绒服、大衣、

毛衣等冬衣成为人们御寒的必备之物。

11月29日， 在北京朝阳大悦城一家保暖衣

物品牌店内，孙女士正在试穿最新款的羽绒服。

“前两天降温太快， 最低气温眨眼间就降到零

下，我赶紧来添置两件厚衣服。 ” 孙女士告诉记

者。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除了正在试穿的羽

绒服， 孙女士的购物筐里还放着刚刚挑好的帽

子、围巾、手套。

在各网购平台上， 御寒服饰近期销售数据

也颇为亮眼。 拼多多数据显示，11月以来，羽绒

服、保暖内衣、秋衣秋裤等品类的搜索量同比增

长150%，东北地区订单量同比增长80%。 唯品

会数据显示，11月下旬以来，女士羽绒服、儿童

保暖内衣等品类已经跻身平台细分品类销量前

五名，儿童羽绒服、男士羽绒服近期销量也持续

增长。

取暖家电热销

取暖设备近期也成为抢手货。

苏宁易购数据显示，11月中旬以来， 暖风

机、踢脚线式电暖器等产品销量不断提升，同比

增长均超过50%。

南京苏宁易购大桥北路店导购员介绍，

立冬以来， 进店购买取暖设备的用户越来越

多。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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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

构建企业智能制造标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