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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郭博昊

4月 11日，国家超算互联网平台在首届超算

互联网峰会上正式上线。

根据科技部部署，国家超算互联网通过算力

网络将全国众多超算中心连接起来，用互联网思

维运营超算，构建一体化算力服务平台，实现算

力资源统筹调度，降低超算应用门槛，带动计算

技术向更高水平发展。

据了解，国家超算互联网平台已建立起运营

体系，连接了 10余个算力中心和软件、平台、数

据等 200余家技术服务商。该平台还建立了源

码库，拥有 3000余个源代码，覆盖百余行业千余

场景。

去年4月17日，科技部启动了国家超算互联

网部署工作，并于同日发起成立了国家超算互联

网联合体。截至今年 3月底，已有 128家成员单

位加入该联合体。

国家超算
互联网平台正式上线

证券时报记者 江聃

4月 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3月份全国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指数（PPI）。数据显示，3月CPI环比季节性下

降，同比涨幅有所回落且幅度超出市场预期。

分析认为，今年春节后价格回落效应更强，对

节后需求回落敏感度最大的食品烟酒类价格

是CPI的主要拖累项。展望后期，机构较为一

致地认为，CPI中枢大概率逐步回升，但政策仍

需加力提振需求。此外，机构保持了对于 PPI
同比在年中前后转正的判断。

数据显示，3月份全国CPI同比上涨0.1%，涨

幅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环比下降1.0%。其

中，CPI同比涨幅回落幅度大于市场预期。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瑞东对证券时

报记者表示，3月CPI表现低于预期，一方面受

食品和服务价格超季节性下跌影响，另一方

面，也与居民消费恢复偏弱、中游产能过剩有

关，表现为住房价格疲弱，家用器具、通信工具

等耐用消费品价格继续下跌。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介绍，

从同比看，食品价格降幅比上月扩大，影响CPI同
比下降约0.52个百分点，下拉影响比上月增加约

0.35个百分点。非食品中，出行类服务价格回落

较多，其中旅游价格和飞机票价格两项合计的上

拉影响比上月减少约0.39个百分点。

从环比看，食品中，鲜菜、猪肉、鸡蛋、鲜果和

水产品价格下降合计影响CPI下降约0.54个百分

点，占CPI总降幅五成多。非食品中，飞机票、交

通工具租赁费和旅游价格下降合计影响CPI下降

约0.38个百分点，占CPI总降幅近四成。

“对节后需求回落敏感度最大的食品烟酒

类价格是CPI的主要拖累项。”仲量联行大中华

区首席经济学家庞溟对记者表示。

东方金诚高级分析师冯琳认为，在物价偏低、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一季度例会已强调更加注

重做好逆周期调节的背景下，有效提振内需，货

币政策降息降准都有空间，不排除年中前后落地

的可能。冯琳建议，各地在较大力度落实耐用

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同时，地方财政部门可适

度加大消费券、消费补贴发放力度，商务管理部

门需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拓展消费场景。

3月PPI表现基本符合市场预期。数据显示，

3月份，全国PPI环比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

同比下降2.8%，降幅略有扩大。 （下转A2版）

3月CPI同比上涨0.1% 业界呼吁加力提振需求

A4
信托业“三分类”改革
任重道远

政策发力提高资金使用质效 护航扩大有效投资
证券时报记者 贺觉渊

开年以来，我国重大项目建设加速推进，

投资规模持续增长，投资结构整体优化，不仅

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发展，还不断

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在受访专家学者看

来，今年一季度通过政府投资资金带动，我国

有效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经济增长的动能不

断增强。未来进一步发挥好政府投资的质

效，将为扩大有效投资保驾护航。

基建投资“开门红”可期

截至3月末，上海市重大工程累计完成投

资 529.6亿元，完成全年计划的 23%，同比增

长 21.2%；川渝两省市 300个共建重大项目完

成年度投资 1108.7 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

25.4%……近日，多个城市纷纷传来喜报，表

示一季度本市重大项目建设取得“开门红”，

投资规模显著放量。

重大工程项目开工活跃的同时，项目资

金也有充分保障。今年赤字规模安排 4.06
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9万亿元，中央

财政还将发行 1 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

德勇告诉证券时报记者，这反映了今年积极

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和提质增效，“也意味

着财政支持扩大有效投资的力度比以前要

大不少”。

近日，作为基础设施建设“风向标”的“挖

掘机指数”在3月迎来改善。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挖掘机主要

制造企业统计，3 月国内销售各类挖掘机

15188台，同比增长 9.27%，实现增速由负转

正。从更具实际意义的挖掘机开工小时数

看，开源证券研报指出，3月前三周，国内流通

领域市场监测挖掘机开工小时数同比提高

14.65%。

挖掘机销量与开工时长的攀升，表明基

建投资进度正在加快。张德勇表示，随着宏

观组合政策效应持续释放见效，在经济回升

向好态势进一步显现的大背景下，市场预期

改善，市场主体对经济走势信心增强，带动了

相关投资规模扩大和投资增速回升。

“预计一季度包括电力在内的基建投资

增速有望达到 10%左右。”财信研究院副院长

伍超明对证券时报记者说，这主要源于增发

国债项目以及重大项目开工对基建项目提供

了较强支撑。据统计，目前已有 21个省市公

布 2024年重大项目清单，且下达或开工时间

集中在 1～2月份，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延续近

两年“适度前置”特征，将推动一季度基建投

资增速稳健提升。 （下转A2版）

证券时报记者 秦燕玲

4月11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例行政策

吹风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介绍，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市场空间巨

大。据相关机构测算，我国每年工农业等重点

领域设备投资更新需求在5万亿元以上，汽车、

家电换代需求也在万亿元以上级别。

赵辰昕明确表示，中央投资、中央财政资

金等将有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各地政府也会结合各自财力实际情

况，拿出一定资金给予支持。

3月 13日，国务院发布《推动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下称《方

案》），明确提出要实施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

换新、回收循环利用、标准提升“四大行动”。

赵辰昕透露，此轮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在政策层面将形成“1+N”

政策体系，“1”是指《方案》，“N”是各领域的具

体实施方案。

赵辰昕指出，目前，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制定

的标准提升行动方案已出台，工信部牵头制定

的工业领域设备更新文件也已正式推出，住建

部牵头的建筑和市政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也

已印发实施，商务部牵头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文

件已印好，可能未来几天就会正式出台。

从投资看，《方案》在设备更新方面提出

了明确的增长目标——到 2027 年，工业、农

业、建筑、交通、教育、文旅、医疗等领域设备

投资规模较2023年增长25%以上。

4年投资增长 25%以上，资金从何而来？

各级政府将在多大程度上予以资金支持？

对此，赵辰昕明确表示，后续从政策实施

进程会看到，中央投资、中央财政资金等对大

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肯定是有资

金支持的，而且支持会是有力度的。同时，当

前各地政府也都在认真研究，会结合各自财

力的实际情况，拿出一定的资金给予支持。

中央财政支持方面，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

长符金陵表示，财政部将从加强资金政策统筹、

完善税收支持政策、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政策、强

化财政金融政策联动四方面加力引导。其中，

财政金融政策联动方面，新增安排资金支持实

施新一轮贷款贴息政策，与人民银行相关再贷

款政策做好联动，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

域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力度。

4月7日，人民银行宣布设立科技创新和技

术改造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利率1.75%，旨

在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

重点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项目的支持力度。

对于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符金陵指出，中

央财政将重点支持推动汽车以旧换新。

对报废高排放乘用车或符合条件的新能

源乘用车，并购买符合节能要求或新能源汽

车的消费者给予定额补贴。坚持中央财政和

地方政府联动，补贴资金由中央财政和地方

财政按比例分担，共同推动汽车以旧换新。

中央财政同时安排资金支持启动县域充换电

设施补短板试点工作，补齐农村地区充电基

础设施布局短板，优化新能源汽车消费环境，

激发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

“财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及时出台扶持政

策，并指导地方加快推进这项工作，确保‘真金

白银’的惠民政策直达消费者。”符金陵称。

设备更新市场广阔“有力度”财政支持在路上
财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及时出台扶持政策，确保“真金白银”的惠民政策直达消费者

证券时报记者 郭博昊

4月11日，国家医保局召开2024年上半年例

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规财法规司副司长

朱永峰介绍，2023年医保基金运行总体平稳，统

筹基金实现合理结余。针对近期广受关注的居

民医保“退保潮”问题，朱永峰称，参保大盘很稳

定，没有出现所谓的“退保潮”。

“医保基金运行总体平稳，统筹基金实现合

理结余。”朱永峰指出，2023年1～12月，基本医疗

保险统筹基金（含生育保险）总收入 2.7万亿元，

总支出2.2万亿元，统筹基金当期结余5000亿元，

统筹基金累计结余 3.4万亿元。其中，职工医保

统筹基金累计结余 2.6万亿元，考虑到该项资金

要用于退休职工的保障，需要保持合理规模；居

民医保统筹基金累计结余7600多亿元，仍处于紧

平衡状态。

朱永峰指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职

工在职退休比下降等情况，医疗支出刚性增加会

持续存在。需要医保部门持续深化支付方式改

革，合理控制费用增速和住院率等，确保基金平

稳运行。

谈及近期广受关注的居民医保“退保潮”，朱

永峰称，参保大盘很稳定。2023年底基本医保参

保人数达13.34亿人，按应参人数测算，参保率保

持在 95%以上，总量规模得到巩固。截至今年 3
月底，居民医保参保规模与 2023年同期基本持

平，没有出现所谓的“退保潮”。

朱永峰进一步指出，我国居民医保参保质量

有提升，在2022年剔除省（区、市）内重复参保、无

效数据近4000万人的基础上，2023年继续剔除跨

省重复参保 1600万人，考虑“去重”影响后，参保

人数在2023年实际净增约400万人。

国家医保局：

医保基金运行平稳
居民医保未现“退保潮”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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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商品牛市后市如何？

有业内人士分析，有色金属后续价格运行节

奏短期或有调整，但中期方向还没有发生根本性

转变。

A2
创投发力寻求多元退出
携手券商紧盯并购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