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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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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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在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强调

避免货币政策滞后效应影响实体经济

坚持宏观调控的基本取向不变，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不使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波动；健全宏观

审慎政策框架，合理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坚定不移地把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落到实处

据新华社电

７

月

４

日至

１１

日， 国务院总理温

家宝先后召开四次经济形势座谈会， 分

别听取部分省政府负责人、 企业界负责

人和经济专家意见和建议。

辽宁、 陕西等

８

个省的负责人，

钢铁、 电力等行业的企业负责人和宏

观经济、 金融、 农业等领域的专家普

遍反映， 当前， 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

长， 企业效益继续提高， 财政收入大

幅增长， 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 就业

和居民收入稳步增加， 人民生活进一

步改善， 宏观调控正在取得积极成效。

但国内外环境仍然十分复杂， 宏观调

控面临的 “两难” 问题增多。 经济运

行中存在的主要矛盾是物价上涨压力

依然较大， 中小企业融资难， 一些地

方电力供求矛盾加剧， 一些企业生产

经营出现困难， 建议保持宏观经济政

策基本稳定， 把握好宏观政策的力度，

大力支持企业自主创新， 推动企业兼

并重组和产业结构升级， 完善进出口

政策， 支持企业 “走出去”， 妥善处理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问题， 促进房

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温家宝强调， 要继续把稳定物价总

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坚持宏

观调控的基本取向不变， 同时根据形势

变化， 提高政策的针对性、 灵活性、 前

瞻性， 切实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 节

奏和重点， 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

展、 调整经济结构、 管理通胀预期三者

关系， 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 又不使

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波动。 要坚持实施稳

健的货币政策， 保持社会融资总量合理

增长。 着力优化信贷结构， 提高金融服

务水平， 加大对结构调整特别是农业、

小企业的信贷支持。 要健全宏观审慎政

策框架， 合理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提高政策的针对性。 进一步推进利率市

场化、 汇率形成机制等改革。 加强对

跨境资本的有效监控。 强化银行表外

业务监管。 避免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

与多种因素叠加， 对下一阶段实体经

济产生大的影响。 要认真实施积极的

财政政策， 强化增收节支， 优化支出

结构。 加强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监管，

继续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 严

格控制增量， 逐步消化存量， 有效化

解债务风险。 按照分类管理、 区别对

待的原则， 妥善处理债务偿还和在建

项目后续融资问题。

温家宝要求统筹做好关系全局的

几项重点工作。 一是保持物价总水平

基本稳定。 管住货币总量外， 抓好农

产品生产、 特别是食品供应， 促进供

求平衡； 切实降低过高的流通成本，

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合理把握政

府管理价格的调整时机和力度； 加强

价格监管， 稳定通胀预期。 二是坚定

不移地把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落到实

处。 继续抑制不合理的住房需求， 重

点抓好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房建设，

落实好

１０００

万套保障性住房开工建设

计划， 加强金融支持， 推动制度建设。

三是毫不放松地抓好农业和粮食生产。

继续落实 “米袋子 ” 省长负责制和

“菜篮子” 市长负责制。 实行扶持生猪

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 增加

市场供应， 促进市场稳定。 四是抓好

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相关工作。 五是

努力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 促进对

外贸易基本平衡。

正回购放天量 差别准备金或重出江湖

证券时报记者 朱凯

随着资金面

7

月初起渐趋宽松， 央

行公开市场回笼力度也在加大。 昨日

1

年期央票数量增至

110

亿的同时， 正回

购规模也从上周的

220

亿元陡增至

990

亿元。

与此同时， 昨日央行公布的

6

月份

货币信贷数据显示， 广义货币供应量

（

M

2

） 增速超预期， 新增信贷

6339

亿

元与市场预期大致相当。 市场人士称，

加上外汇占款被动投放至国有大行所释

放的基础货币， 未来流动性或将再度

“泛滥”。

巧合的是， 央行行长周小川日前撰文

指出， 要把完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

作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项重要措

施， 建立健全具有正向激励作用的弹性

机制， 促进信贷平稳适度增长。

正回购操作时隔一月余重返千亿

之上， 每年的

7

、

8

月份又都是资金

面极为宽松的时刻， 央行在实际操作

上会否将差别准备金率的动态调整提

上工作日程？ 不少机构人士对此表示

认同。

实际上， 早在今年

5

月， 多位银

行间市场人士就表示出对央行重启差

别准备金的忧虑， 尽管最终仍是一次

“普调”， 但市场机构在经历了今年

6

月中下旬起发酵的资金面超紧 “恐

慌” 后， 对 “一刀切” 式的准备金率

上调颇有微词。

所谓差别准备金率动态调整， 是指依

据每个月份银行机构信贷增速情况， 通过

有区别地上调准备金率， 对其起到警戒和

惩罚作用。 与此类似的是， 在银行间市

场， 央行还可以采用定向央票方式， 对某

些存款量过高、 有超量放贷苗头的银行头

寸加以回收， 以稳定金融市场运行。

对此， 南京银行金融市场部首席分

析师黄艳红指出， 外汇占款所产生的增

量货币多集中在国有大行， 定向央票可

以对此加以有效管理， 继续普调准备金

率的可能性正逐步减低。 而随着银监会

6

月底开始加强对银行融资类资产、 票据

的清理， 高收益产品的减少也对中小银

行盈利能力形成一定挑战， 资金压力仍

存， 差别准备金率或是可行的一种方式。

上海农商银行资深债券交易员丁平

也认为， 从目前形势判断， 准备金率的

差别调整将比普调更为 “合意”。 作为一

种防范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的动态调整

机制， 今后的用武之地或许更大一些。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同比少增

4497

亿元

6

月份新增贷款

6339

亿元，同比多增

207

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公布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4.17

万亿

元， 同比少增

4497

亿元。

6

月份人民

币贷款增加

6339

亿元， 同比多增

207

亿元。 截至

6

月末， 国家外汇储备余额

为

31975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0.3%

。

分部门看， 上半年住户贷款增加

1.46

万亿元， 其中， 短期贷款增加

5965

亿元， 中长期贷款增加

8588

亿

元； 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

2.70

万亿元， 其中， 短期贷款增加

1.34

万亿元， 中长期贷款增加

1.43

万亿元， 票据融资减少

1422

亿元。

2011

年

6

月末， 广义货币 （

M

2

）

余额

78.08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5.9%

，

比上月末高

0.8

个百分点， 比上年末低

3.8

个百分点； 狭义货币 （

M

1

） 余额

27.47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3.1%

， 比上

月末高

0.4

个百分点， 比上年末低

8.1

个百分点 ； 流通中货币 （

Ｍ

０

） 余额

４．４５

万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４．４％

。 上半年

净回笼现金

１１０

亿元。

截至

6

月末 ， 人民币存款余额

78.64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7.6%

， 比上

月末高

0.5

个百分点， 比上年末低

2.6

个百分点。 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

7.34

万亿元， 同比少增

1846

亿元。

6

月份

人民币存款增加

1.91

万亿元， 同比多

增

5685

亿元。

（相关报道见

A2

版）

■图片新闻

今日导读

Inside Today

“十二五”节能减排规划通过论证

� � � � 发改委、 环保部日前在京召开

《“十二五” 节能减排规划》 专家论证

会。 与会专家认为， 《规划》 作为落

实 “十二五” 规划 《纲要》 的

18

个

重点专项规划之一， 体现了顶层设计

的思路， 与其他有关专项规划紧密衔

接， 起草过程科学、 民主， 主题突

出， 特色鲜明， 结构合理， 内容全

面， 目标明确， 可操作性强， 基本具

备了上报国务院审批的条件。

专家们认为， 《规划》 在思路、 内

容、 机制上有很多探索和创新， 充分体

现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和以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要求。 与会专家还

就 “十二五” 节能减排面临的形势、 提

高结构节能减排能力、 规划实施保障措

施等方面， 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周宇

)

央行：地方政府平台贷款风险可控

A2

两创业板公司首发申请获通过

� � � � 证监会创业板发审委昨日公告

2011

年第

46

次会议审核结果， 深圳

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

省交通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的首

发申请获通过。 同时， 创业板发审委

发布了第

47

次会议的补充公告称， 根

据有关规定， 毛育晖委员须回避对深

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申请

材料的审核， 因此， 深圳市联建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行申请材料改由吕

超委员审核。

此外， 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审核委员会昨日公告

2011

年第

23

次

会议审核结果，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获得有条件通过。

（张达）

２０１１－０７－１２

收盘 涨跌幅

２０１１－０７－１２

收盘 涨跌幅

深证成份指数

１２２６８．１９ －１．３７％

巨潮沪深

Ａ

指

３１３９．８９ －１．６６％

深证

１００

指数

Ｐ ３９１５．３０ －１．５３％

巨潮大盘指数

２９７３．５７ －１．７７％

深证

３００

指数

Ｐ ３８２７．６５ －１．４７％

巨潮中盘指数

３６９３．６８ －１．５４％

中小板指数

Ｐ ６０２６．１９ －１．１３％

巨潮小盘指数

３７７７．１７ －１．５２％

中小

３００

指数

Ｐ １１０６．５７ －１．２６％

巨潮

１００

指数

３０９０．４８ －１．８４％

创业板指数

Ｐ ８９１．５２ －１．３１％

泰达环保指数

３１４９．０４ －１．８８％

深证治理指数

６８７０．７０ －１．４８％

中金龙头消费

５１５８．３７ －０．８９％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ｈｔｔｐ： ／ ／ ｉｎｄｅｘ．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深证及巨潮指数系列

欧债危机升级

引发全球股市动荡

欧债危机继续蔓延引发全球

股市动荡， 昨日亚太股市全线下

挫， 日经

２２５

指数跌破万点大

关， 韩国首尔股市综合指数大跌

２．２％

， 报收

２１０９．７３

点。 中国

香 港 恒 生 指 数 的 跌 幅 高 达

３．０６％

， 报收

２１６６３．１６

点； 台

湾加权指数大跌

2.02%

， 创出

近四个月最大单日跌幅。

欧洲股市也大幅低开， 三大

股指盘中跌幅都在

1.5%

以上，

西班牙、 葡萄牙和希腊股市盘中

跌幅超过

3%

。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意大利银行股， 欧洲其他国

家银行股也大幅度下跌， 法国巴

黎银行、 瑞士联合银行盘中跌幅

都超过

3%

。 图为台北一投资者

在证券交易所里浏览他的股票交

易单。 （相关报道见

A4

版）

新一轮成品油价格改革呼之欲出

发改委昨天下发通知， 决定推进航空煤油价格市场化改革， 进一步

完善航空煤油出厂价格形成机制。 根据安排， 今后航空煤油出厂价格每

月调整一次， 调价时间为每月

1

日。 新机制自

2011

年

8

月

1

日起实行。

航空煤油并不像成品油那样直接关系到每个消费者， 政府指导定价的大

格局并未打破， 但其无疑留下了改革的想象空间。

高速扩张催生恶性竞争 电梯行业乱象丛生

国内近期连续发生电梯致死致伤事故， 电梯与自动扶梯被推向了舆

论的浪尖。 事实上， 电梯事故 “多米诺骨牌” 并非近期突然被推倒， 只

是往往惨剧酿成后公众的视线才会聚焦。 电梯产业在争市场、 争增速、

争投标、 争低价的同时， 背后隐患初步显现。

欧债国发烧 全球金融市场打摆子

意大利卷入债务漩涡， 令市场措手不及， 刚刚结束的欧元区财长月

度例会也没有给投资者带来惊喜， 全球金融市场再次受到连累。 尽管在

昨日的欧洲交易时段， 意大利股市和欧元汇率一度绝地反击， 但市场人

士普遍认为， 负面情绪仍将弥漫全球金融市场。

近

6

成次新偏股基金又站上面值

随着近几周股市的反弹， 大批次新基金开始取得正收益， 在偏股基

金中最多收益率超过

5%

。 在今年上半年成立的偏股基金中截至今年

7

月

8

日已经有

58%

净值浮出水面， 次新基金中亏损比较大的是成立时间

较早的指数基金产品， 今年

7

月

8

日仍亏损超过

5%

的

6

只次新基金全

部都是指数基金。

食用油价格解禁 通胀压力加码

长达

2

个月的食用油限价令刚刚到期， 鲁花就宣布涨价

5%

， 其他

食用油生产厂家也准备跟风。 接受证券时报采访的业内专家表示， 食用

油限价到期可能引发食用油行业补涨潮， 同时， 提价所引发的连锁反应

无疑将增加新的物价上行压力。

A4

B3

A6

B3

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