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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中 国 保 监 会 指 定 披 露 保 险 信 息 报 纸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公司信息报纸

国务院发文要求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

鼓励支持港航企业发行股票债券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关于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

发展的意见》 昨日发布。 意见提出要利

用

１０

年左右的时间， 建成畅通、 高效、

平安、 绿色的现代化内河水运体系， 到

２０２０

年， 全国内河水运货运量达到

３０

亿吨以上。

据交通运输部部长李盛霖介绍，

2010

年中国内河货运量完成

17

亿吨，

是

5

年前的

1.6

倍。 因此， 要达成

30

亿吨的货运量， 中国内河水运发展还有

很大的成长空间。

意见要求到

２０２０

年建成

１．９

万公

里国家高等级航道， 长江干线航道成

为综合运输体系的骨干， 长江等内河

主要港口和部分地区重要港口建成规

模化、 专业化、 现代化港区。 运输船

舶实现标准化、 大型化， 长江干线运

输船舶平均吨位超过

２０００

吨。

意见明确， 要实施西江航运干线

扩能工程， 加快红水河龙滩、 右江百

色等枢纽通航设施建设与改造， 打通

西南地区连接珠江三角洲的水运通

道， 进一步完善珠江三角洲高等级航

道网。 大力推进京杭运河和长江三角

洲高等级航道网建设。 加快实施岷江、

嘉陵江、 乌江、 汉江、 江汉运河、 湘

江、 沅水、 赣江、 信江、 合裕线、 柳江

－

黔江、 淮河、 松花江、 闽江等航道建设

工程。 相应建设其他航道及界河航道，

进一步延伸航道通达和覆盖范围。

意见指出， 要带动流域经济社会发

展。 注重发挥长江、 西江、 京杭运河等

内河航运干线跨区域、 通江达海、 物流

成本低的优势， 积极发展有特色的临港

产业开发园区， 促进优势产业向园区集

聚， 带动内河水运需求的稳步增长。 以

畅通的航道为基础， 高效的服务为支

撑， 平安、 绿色的水运体系为保障， 推

动沿江沿河新型工业化布局和产业结构

调整优化， 服务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

移， 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意见称， 各级人民政府要进一步加

大对内河水运建设和维护的投入， 国家

将继续增加投资， 加强航道、 支持保障

系统和中西部地区内河港口等基础设施

建设， 并安排一定资金， 引导船型标准

化和提前淘汰老旧运输船舶。 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要积极安排财政性资金用于内

河水运建设， 并根据建设需要逐步扩大

资金规模。 鼓励和支持港航企业发行股

票和企业债券， 建设港口码头及物流园

区。 深化支持内河水运发展的金融政策

研究， 积极引导外资和民间资本投资内

河水运基础设施建设和养护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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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节假日休假规定及深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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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今年广义货币预期增长

16%

要实现此目标，今年信贷总量须控制在

7

万亿元左右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公布的 《

2010

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指

出，

2011

年， 广义货币供应量

M

2

初步

预期增长

16%

左右。 这是自稳健货币

政策基调确立以来， 央行首次公布

M

2

的预期增长目标。 根据已经公布

的数据测算， 要想保证这一目标实

现， 今年信贷总量将控制在

7

万亿元

左右。

央行认为， 随着直接融资比重的不

断提高， 贷款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

逐渐下降， 在宏观调控中需更加注重货

币总量的预期引导作用， 更加注重从社

会融资总量的角度来衡量金融对经济的

支持力度， 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

模， 强化市场配置资源功能， 进一步提

高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报告提出， 下一阶段要根据经济金

融形势和外汇流动的变化情况， 综合运

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合理安排货币政

策工具组合、 期限结构和操作力度， 加

强流动性管理，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

理适度， 把好流动性总闸门， 促进货币

信贷适度增长。 加强对社会融资总量的

监测与调节， 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

和节奏。 在满足经济发展合理资金需求

的同时， 保持有利于价格总水平基本稳

定的适宜货币条件。

关于即将实施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

整措施， 央行在报告中解释称， 这一措

施基于银行信贷增长偏离国民经济所需

适度水平的程度， 同时考虑各金融机构

的系统重要性程度和稳健性状况， 重在

引导并激励金融机构自我保持稳健和调

整信贷投放， 是一种具有正向激励作用

的有弹性的机制， 有利于提高调控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 加强流动性管理，

促进信贷平稳适度增长， 提升金融机

构风险防范能力。

央行要求， 在信贷结构调整方

面， 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战略性新

兴产业、 节能环保产业、 现代服务

业、 科技自主创新等的金融支持， 严

格控制对高耗能、 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

剩行业的贷款， 支持低碳经济发展。 发

展消费信贷， 支持扩大内需。 继续做好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金融支持。 密

切关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存量和增

量的变化情况， 加强信贷风险预警提

示。 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推动房

地产金融健康发展。

报告还提出， 要进一步发挥利率杠

杆在调节总需求、 管理通胀预期中的作

用。 继续培育货币市场基准利率， 提升

金融机构定价能力， 根据 “十二五” 规

划总体要求和基础条件， 通过选择具有

硬约束的金融机构、 逐步放开替代性金

融产品价格等途径， 有计划、 有步骤推

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一号文件锁定水利 今后十年总投资

4

万亿

土地出让收益

10%

用于水利建设，可落实

600

亿至

800

亿资金

证券时报综合报道

新世纪以来中央指导 “三农” 工作

的第

８

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

日前发布。 文件提出， 大幅度增加中央

和地方财政专项水利资金， 从土地出让

收益中提取

１０％

用于农田水利建设，

力争今后

１０

年全社会水利年平均投入

比

２０１０

年高出一倍。 据测算

,

未来

10

年水利总投资将达到

4

万亿元。

水利部部长陈雷表示， 土地出让收

益

１０％

用于农田水利建设是今年一号文

件 “含金量” 最大的一项政策。 据初步

测算， 如果该政策能落实， 按上一年土

地出让收益的总额， 可落实

６００

亿至

８００

亿的资金用于农田水利建设。 目

前， 有关部门正在细化、 实化有关的

实施方案， 同时各有关省 （区、 市）

也在制定有关的实施方案和细则。

文件指出， 力争通过

５

年到

１０

年努力， 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明显

滞后的局面。 到

２０２０

年， 基本建成

防洪抗旱减灾体系， 重点城市和防洪

保护区防洪能力明显提高， 抗旱能力

显著增强， “十二五” 期间基本完成

重点中小河流 （包括大江大河支流、

独流入海河流和内陆河流） 重要河段

治理、 全面完成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和

山洪灾害易发区预警预报系统建设；

基本建成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

系， 全国年用水总量力争控制在

６７００

亿立方米以内， 城乡供水保证率显著提

高， 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和万元工业增加

值用水量明显降低，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

用系数提高到

０.５５

以上， “十二五”

期间新增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４０００

万亩；

基本建成有利于水利科学发展的制度体

系， 有利于水资源节约和合理配置的水

价形成机制基本建立， 水利工程良性运

行机制基本形成。

文件强调要建立水利投入稳定增长

机制， 加强对水利建设的金融支持， 广

泛吸引社会资金投资水利。 综合运用财

政和货币政策， 引导金融机构增加水利

信贷资金。 支持符合条件的水利企业上

市和发行债券。 鼓励符合条件的地方政

府融资平台公司通过直接、 间接融资方

式， 拓宽水利投融资渠道， 吸引社会资

金参与水利建设。 积极稳妥推进经营性

水利项目进行市场融资。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一号文件提出

要加大公共财政对水利的投入， 积极推

进水价改革等措施， 将对相关行业的上

市公司带来实质性利好。 包括葛洲坝、

粤水电等水利工程建设公司； 浙富股

份、 东方电气等水电设备生产公司； 洪

城水业、 首创股份、 重庆水务等污水处

理以及供水企业将受益于今后几年水利

建设的大发展。 （更多报道见

A2

版）

去年农民增收史上最大 城乡差距仍在扩大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办公室主任陈锡文

３０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 去年我国农民人均

纯收入达到

５９１９

元， 比

２００９

年增加

７６６

元， 是历史上增加额度最大的一年。 他同时称， 虽然农民收入连续

７

年较快

增长， 去年增幅超过城镇居民， 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势头总体上仍未得到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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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通增收不增利 预告业绩下滑

50%

以上

今日中国联通发布预告称， 经公司对

2010

年全年经营及财务状况

的初步测算， 预计

2010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较

2009

年度下降

50％

以上。

基金老大地位遭遇险资挑战

按照证券时报预测， 保险公司最大可投资

A

股规模

3

年后将超过

1.5

万亿元， 如果公募基金迟迟不能踏出 “增长泥沼”， 未来将面临保险

资金的强有力冲击。

沪版场外交易市场已具备交易条件

沪版场外交易市场

(OTC

市场

)

正式启动运行。 未来沪上

Pre-IPO

公司股权有望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流转， 上海将出台配套政策规定

Pre-IPO

公司在上市前， 须进入交易中心进行股权清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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