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

7.76

万亿 股票融资占比

3.4%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据央行初步统计， 今年上半年

社会融资规模为

7.76

万亿元， 比

上年同期少

3847

亿元。

其中， 人民币贷款增加

4.17

万亿元， 同比少增

4497

亿元； 外

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增加

3361

亿元，

同比多增

1179

亿元； 委托贷款增

加

7028

亿元， 同比多增

3829

亿

元； 信托贷款增加

913

亿元， 同比

少增

5102

亿元； 银行承兑汇票增

加

1.33

万亿元， 同比少增

441

亿

元； 企业债券净融资

6588

亿元，

同比多

90

亿元； 非金融企业境内

股票融资

2677

亿元， 同比多

274

亿元。

从结构看，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占

社会融资规模的

53.7%

， 同比低

3.2

个百分点； 外币贷款占比

4.3%

， 同

比高

2.0

个百分点； 委托贷款占比

9.1%

， 同比高

5.1

个百分点； 信托贷

款占比

1.2%

， 同比低

6.2

个百分点；

银行承兑汇票占比

17.1%

， 同比高

0.2

个百分点； 企业债券占比

8.5%

，

同比高

0.5

个百分点； 非金融企业境

内股票融资占比

3.4%

， 同比高

0.5

个

百分点。

数据显示，

２００２

年我国人民

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例超

过

９０％

，

２０１０

年这一比例已经下

降到

５６％

。

关于支付

2010

年记账式附息（二

十三期）国债利息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2010

年记账式附息 （二十三期）

国债 （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 将于

2011

年

7

月

29

日支付利息。 为做

好本期债券的利息支付工作， 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 本期债券证券 代 码 为

“

101023

” ， 证券简称为 “国 债

1023

”， 是

2010

年

7

月发行的

30

年

期债券， 票面利率为

3.96％

， 每年支

付

2

次利息， 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

获利息

1.98

元。

二、 本所从

2011

年

7

月

21

日

至

2011

年

7

月

29

日停办本期债券

的转托管及调帐业务。

三、 本期债券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7

月

28

日， 凡于当日收市

后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享有获得

本次利息款项的权利，

2011

年

7

月

29

日除息交易。

四、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在收到财政部拨

付的本期债券利息款项后， 将其划

入各证券商的清算备付金账户， 并

由证券商将付息资金及时划入各投

资者的资金账户。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1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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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布电力安全事故

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国务院第

１５９

次常务会

议通过， 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起施行。 新华社

１５

日受权全文播发这一条例。

制定本条例旨在加强电力安全事故的应急

处置工作， 规范电力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 控

制、 减轻和消除电力安全事故损害。

条例明确， 根据电力安全事故影响电力系

统安全稳定运行或者影响电力 （热力） 正常供

应的程度， 事故分为特别重大事故、 重大事

故、 较大事故和一般事故。

条例规定， 事故发生后， 电力企业和其它

有关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及时、 准确报告事故情

况， 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防止事故扩大， 减轻

事故损害。 电力企业应当尽快恢复电力生产、

电网运行和电力 （热力） 正常供应。 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阻挠和干涉对事故的报告、 应急处

置和依法调查处理。 （据新华社电）

深圳沃特玛：纯电动轿车

购买力将于

2013

年起飞

第

26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即将在深

圳拉开帷幕， “新能源” 这一概念又一次成为

世人关注的焦点。 在大运会期间， 深圳将投放

2011

台新能源动力汽车， 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

限公司将为其中近

1000

台新能源动力大巴装

配磷酸铁锂环保动力电池， 成为本届大运会动

力电池系统的最大供应商。

沃特玛电池总经理李瑶做客深圳电视台财

经生活频道 《创业资本圈》 栏目时介绍， 目前

国家正在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消费， 但由于配

套设施不完善、 用车习惯和用车观念的转变仍

有很长的路要走， 短期内， 纯电动轿车的个人

购买力并不会有太大的增长。

更多关于沃特玛电池总经理李瑶的精彩创

业故事， 请关注本周六晚

19:00

深圳财经生活

频道播出的 《创业资本圈》 和证券时报网

www.stcn.com

。 （杨浩）

2011

亚洲旅游地产暨

主题度假区论坛将召开

由证券时报参与协办的 “

2011

亚洲旅游地

产暨主题度假区高峰论坛” 将在上海举行。 本

次论坛将以 “机遇、 博弈、 融合、 创新” 为主

题， 讨论旅游地产在培育中国旅游业战略性支

柱产业中的推动作用， 探讨旅游度假产业发展

趋势、 旅游综合体的创新复合开发模式， 探索

旅游地产正确的发展方向， 以及政策上如何引

导中国旅游地产发展。

作为资本和旅游地产项目对接的平台， 论

坛将有国内外众多投资机构、 房地产投资基

金、 投资银行及由地方政府组织的各类大型旅

游综合体开发项目共同参与。 港中旅、 华侨

城、 海昌集团、 大连万达、 中信地产、 雅居

乐、 中坤集团、 华谊兄弟、 长隆集团和太平洋

建设集团等知名的旅游地产开发商将分享其在

旅游地产投资开发、 如何实现旅游地产的融合

发展、 如何通过创新来提升旅游地产的价值和

文化内涵等方面的经验。 （孙玉）

瑞银：下半年中国

将维持现行货币政策

瑞银证券中国经济研究主管汪涛昨日在北

京表示， 中国政府下半年将保持货币信贷原定

目标， 不会放松银根， 也不会加剧收紧。 预计

今年全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

GDP

） 增速将达

到

9.3%

。

汪涛认为， 下半年控制通胀和管理流动性

的基调将继续， 中国政府不会对其设定的货币

和贷款增速进行调整， 但基于近期全球金融市

场的波动、 美国经济疲软以及欧债危机的不确

定性， 政府也不大可能进一步紧缩。 她预测，

如果

7

月份中国通胀继续如

6

月维持高位， 可

能还将有一次加息， 时间会在

8

月份。 而下半

年存款准备金的调整次数将减少。 （贾壮）

广东南方文化产权

交易所开业

昨天， 广东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在广州举

行盛大开业庆典。 据了解， 南方文化产权交易

所除了从事上海文交所、 北京文交所等从事的

传统文化交易外， 也将涉及艺术产权权益交

易， 这与现在文化艺术品市场上的艺术品份额

交易本质趋同。

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是广东省委、 省政府

批准设立的综合性文化产权交易服务机构。 由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和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

广东新金基文化创意产业集团、 南方广播影视

传媒集团、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中凯文化传

媒公司联合投资创立。 （杨丽花）

我国成世界第二大

商业预付卡市场

日前， 由商务部、 中国商业联

合会等支持的商业预付卡行业峰会

在京举行， 会上发布的 《

2011

中

国商业预付卡行业报告》 显示， 我

国商业预付卡市场发展迅速， 已经

成为世界第二大商业预付卡市场。

据了解， 近年来， 商业预付

卡在减少现钞使用、 便利公众支

付、 刺激消费等方面发挥了一定

作用， 已经成为零售企业广泛应

用的重要营销手段和销售工具。

报告指出，

2010

年中国商业预付

卡发行规模已经突破

14000

亿元，

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

商业预付卡市场。 业内人士指出，

目前国内预付卡市场已经逐渐形

成了以监管部门、 自律组织、 行

业产业链、 增值服务、 基础服务

为一体的生态体系。 （李强）

中国时装市场

未来

10

年将增长两倍

波士顿咨询公司 （

BCG

） 昨日

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 未来

10

年内中国时装市场将增长两倍左

右， 在

2020

年达到

1.3

万亿元人

民币以上。 而过去

10

年， 中国时

装行业的市场规模增加了两倍， 到

2010

年底接近

4000

亿元人民币。

报告称， 对于时装企业而言，

未来

10

年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时期。

中产阶级及富裕消费者的数量将从

目前的

5000

万增加至

2020

年的

1.4

亿， 时装是这类家庭升级消费

最多的品类之一。 与成熟市场相

比， 中国有潜力成为更加重要的时

装市场， 并在未来

5

年内占据全球

时装市场增加的

30%

。

报告指出， 时装目前已经是

中国消费者网购最热门的品类，

因此在线零售未来拥有很大成功

机会。 预计中国网购者的数量将

从

2010

年的

1.45

亿增至

2015

年

的

3.29

亿。 （郑晓波）

6

月份我国实际使用外资仅增长

2.83%

上半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２３９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３４％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商务部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上半年， 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

FDI

）

608.91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8.4%

。 其中

6

月份

FDI

为

128.63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83%

。 这一增

速是

2009

年

8

月金融危机后

FDI

转正以来的最低月度增速。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表示，

虽然

6

月份单月增速出现放缓， 但

是

FDI

增长总体还是平稳的。 中

国吸引外资整体的背景和环境没有

变化， 市场仍然巨大， 法律环境在

进一步完善， 商务部对中国持续吸

引外资有信心。 从中长期看， 中

国还会成为吸收外资最主要的东

道国。

数据显示， 上半年制造业实际

使用外资金额为

284.74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5.63%

， 占同期全国总

量的

46.76%

。 全国服务业实际使

用外资金额

280.54

亿美元， 同比

增长

21.4%

， 占同期全国总量的

46.07%

。 外商投资农、 林、 牧、

渔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0.35

亿美

元， 同比增长

15.13%

， 占同期全

国总量的

1.7%

。

值得注意的是， 欧盟和美国对

华投资出现减缓和下滑情况：

6

月

份欧盟

２７

国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

３４．６４

亿美元， 同比仅增长

１．１７％

；

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

７２７

家， 同

比下降

５．０９％

， 实际投入外资金额

１６．７９

亿美元， 同比下降

２２．３２％

。

对此， 姚坚认为， 欧盟和美国对

华投资有所放缓或下降与全球整体环

境有关， 欧盟

２０１０

年对外投资下降

了

６２％

， 美国今年一季度对外投资

也大幅度下降， “在这样的背景下，

欧盟和美国对中国投资增速放缓， 是

一个正常的现象。”

在中国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方

面， 今年上半年， 我国境内投资者共

对全球

１１７

个国家和地区的

２１６９

家

境外企业进行直接投资， 累计实现非

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２３９

亿美元， 同

比增长

３４％

。 其中， 以并购方式实现

的直接投资

９０

亿美元， 占同期投资

总额的

３７．７％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底

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２８２７

亿美元。

此外， 上半年我国对外承包工

程业务完成营业额

４２５．１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１３．８％

， 其中

６

月份当月

完成营业额

１０２．１

亿美元， 同比增

长

２０．４％

； 新签合同额

６６１．９

亿美

元， 同比增长

２０．５％

， 其中

６

月份

当月新签合同额

１２０．２

亿美元， 同

比增长

２６％

。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

降低奢侈品关税是为扩大国内消费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商务部与财政部关税之争昨

日再升级， 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 有记者再次问到奢侈品

关税的调节情况， 商务部发言人

姚坚称， 奢侈品关税调整的出发

点是扩大国内消费。 而财政部此

前曾在其官网上表示， 降低奢侈

品关税表面上看是为了扩大内需，

其实并非如此， 奢侈品进口消费

税不但不能取消， 还应进一步加

强。 两部委再次在奢侈品关税问

题上出现相左意见。

姚坚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强调，

奢侈品关税调整的首要出发点是扩

大国内消费。 “前一阶段我们看到

有一些专家对这个事情有不同的评

论， 我想各方的评论都有他的出发

点， 但还是要以扩大国内消费为根

本的出发点， 这是中央在转变我国

经济发展方式总框架下制定的一个

根本原则。”

姚坚说， “我们知道， 大量的

游客从海外采购商品回来， 有人说

中国的个人单次海外采购量大概是

1000

美元。 这么多中国的海外游客

带回来的商品都没有计入海关统计，

这实际上导致对中国进口低估了数百

亿美元的规模。”

姚坚表示， 为了进一步改善中国

贸易平衡状况， 降低国内的奢侈品关

税来扩大国内消费势在必行。 “使那

些看不见的进口变成实实在在的进

口， 使那些虚高的价格变成老百姓能

实实在在享受的价格， 这应该是共同

的目标。”

在上个月的新闻发布会上， 姚坚

曾表示， 中国将进一步下调进口关

税， 包括部分中高档商品的关税， 各

个部门对此已有共识。 这也是长达一

年多的奢侈品进口关税下调传言首次

得到官方证实。 但这一消息公布之

后，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姚坚刚刚表态之后， 财政部的官

员在公开场合表示关税没有调整的计

划。 紧接着，

6

月

30

日财政部官方

网站上刊登了其下属媒体中国财经报

的一篇题为 《不应取消或降低奢侈品

进口消费税》 的文章， 该文章称奢侈

品进口消费税不但不能取消， 还应进

一步加强。

全国人大财经委听取上半年经济形势汇报提出

继续控制通货膨胀 积极调整经济结构

据新华社电

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

１４

日至

１５

日举行全体会议， 听取

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今年上半年经

济运行情况的汇报， 并进行了分析

讨论。

委员们认为， 今年以来国民经

济发展态势总体良好， 主要经济指

标仍处于平稳较快增长区间。 夏粮

增产已成定局， 秋粮生产进展顺

利； 工业生产平稳较快增长， 企业

利润继续增加； 财政收入持续快速

增长， 货币信贷增速趋缓； 就业和

社会保障工作得到加强， 保障房建

设和房地产市场调控初见成效。 实

践证明， 中央坚持积极稳健、 审慎

灵活的宏观政策取向是正确的， 各

地区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 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取得明显成

效， 经济运行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

期的方向发展。

但是， 当前国内外环境依然复

杂严峻， 不确定、 不稳定因素增

加。 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不稳

固， 部分国家主权债务风险仍在恶

化， 全球通胀压力不断加大， 西

亚、 北非局势动荡， 原油等大宗商

品供应不确定性增强。 从国内看，

物价涨幅再创新高， 通胀压力仍然

较大； 高耗能、 高排放行业投资和

生产增长较快， 节能减排压力进一

步加大； 消费增长有所放缓， 市场

流通成本偏高， 企业特别是小型微

型企业生产经营面临不少困难。 此

外， 在食品安全、 征地拆迁、 安全

生产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

问题， 社会管理面临较大压力。

委员们指出， 控制通货膨胀仍

然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必

须坚持宏观调控方向不动摇， 保持

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 进一步提

高调控的前瞻性、 针对性和有效性，

把握好力度和节奏。 要坚持实施稳健

的货币政策， 继续加强流动性管理，

保持社会融资总量合理增长。 着力优

化信贷结构， 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

构， 加大对结构调整特别是农业、 小

企业的信贷支持。 财政政策应发挥更

加积极的作用， 目前财政收入增幅仍

然较高， 可考虑减免部分商品和行业

增值税、 消费税， 清理各种不合理收

费， 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要加强对地

方政府性债务监管， 规范地方政府融

资平台， 严格控制增量， 逐步消化存

量， 有效化解债务风险。

委员们认为， 上半年经济增速适

度回落， 是宏观调控政策的预期结

果， 符合调控方向， 有利于未来物价

总水平的回落， 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

和转变发展方式。 要充分利用这一机

遇以及由此形成的市场 “倒逼” 压

力， 支持、 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快技术

改造和自主创新以实现转型升级。

当前， 要继续抓好农业和粮食

生产， 畅通流通渠道， 确保市场供

应。 目前异常气候较多， 自然灾害

频发， 可能会对秋粮生产造成较大

影响， 要切实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

施建设， 加大水利投入， 认真做好

田间管理和灾害防治等工作， 全力

抓好秋粮等农业生产， 力争秋粮取

得好收成。 要加强重大动物疫病防

控， 抓好农产品和食品质量安全监

管工作， 保证食品安全。

委员们指出， 推进保障房建设，

既要尽力而为， 又要量力而行， 要明

确政府的责任范围， 研究建立可持续

的保障性住房投融资和运营管理机

制， 建立科学合理、 符合国情的保障

房制度， 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特

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基本住房需求。

要紧紧围绕 “十二五” 规划纲要

和年度计划所确定的任务目标， 抓好

计划实施。 从上半年情况看， 固定资

产投资继续快速增长而消费增幅有所

回落， 重工业增速继续高于轻工业，

高耗能产业增长依然较快， 完成节能

减排目标任务更加艰巨， 居民收入增

长速度明显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

增幅， 加之受持续负利率等因素影

响，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并没有朝着

“两个同步”、 “两个提高” 的方向转

变。 对此， 应及时采取有力措施， 尽

快扭转这种局面， 推动经济结构朝着

“十二五” 规划所确定的方向调整。

委员们强调， 要坚定不移地加快

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通过深化改革解

决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毫不动

摇地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 更多依靠

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 更加充分发挥

市场机制的作用， 不断健全和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要深化能源、

资源等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缓解经济

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

商务部：将适时投放猪肉储备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昨日，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

表示，

36

个大中城市猪肉批发价

格

7

月初比

6

月初上涨了

17%

左

右， 比年初上涨了

38%

左右。 商

务部将适时投放中央和地方储备，

稳定市场供应。 目前已经有

10

个

省的

11

个冻猪肉库做好了猪肉投

放市场的准备。

姚坚表示， 随着猪肉价格的提

升， 养猪户补栏的积极性会进一步

提高。 通过一个周期， 猪肉市场会

出现价格稳定的趋势。 从具体价格

情况看，

7

月初这一周猪肉的出厂

价比

6

月份第一周猪肉的出厂价提

高了

15%

左右。

姚坚称， 对于生猪价格上涨的

原因已经有很多分析： 一是饲料价

格的上涨， 二是生猪存栏数的减

少， 三是人工成本的上升， 主要还是

生产周期的影响。 从目前的情况看，

生猪养殖的效益比较好， 会进一步补

充存栏。 同时， 部分省市已经开始动

用地方储备来补充市场供应， 会对市

场供应起到一个平稳的作用。

姚坚表示， 商务部门将重点做

四项工作： 第一， 要进一步做好市

场动态的监测， 发挥市场供应和市

场价格的引导作用。 第二， 要做好

准备， 适时向市场投放中央储备和

地方储备。 第三， 各级商务主管部

门也会采取有力措施， 稳定生猪肉

品市场的供应， 海南已经采取措施

增加生猪的出栏量， 来保障投放市

场的数量和供应。 第四， 进一步加

强对于生猪屠宰行业的监管， 保障

市场供应的同时， 让猪肉肉品的质

量安全得到保障， 防止注水肉， 防

止销售有病害的猪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