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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

城镇化成扩内需重要抓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１２

月

１５

日至

１６

日召开，

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六大任务， 明确了改革总

体方案、 路线图、 时间表，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

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同时将城镇化作为扩大

内需的重要抓手，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进程， 着

力提高城镇化质量。

� � � � �央行年内两次降息

6

万亿逆回购力保流动性

今年年中， 央行启动了三年来的首度降息。

不到一个月时间内， 分别于

6

月

8

日、

7

月

6

日连

续两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各

0.25

个百分点。 在

第二次降息中， 利率浮动和不对称降息成为最大

亮点， 其中， 调整利率浮动区间更打开了商业银

行利率市场化之门。 此外， 逆回购成为今年央行

数量调控的主角， 全年逆回购总量将突破

6

万亿，

有效地保持了市场资金面的基本稳定和适度宽松。

十八大绘就宏伟蓝图

美丽中国引发美好向往

党的十八大提出在

2020

年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国内生产总

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

翻一番的奋斗目标， 既体现了民生

优先、 惠民富民的政策取向， 也顺

应了广大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

新期盼， 美丽中国、 新型城

镇化成为国人热切的期盼。

� � � � �地方金融综改破题

温州珠三角尝鲜

3

月

28

日， 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

改革试验区， 民间借贷就此 “阳光化”。 而继 “温

州金改” 之后， 规模更大、 规格更高的 “珠三角金

改” 也拉开了序幕， 前海、 横琴与南沙三

个功能区的定位各有侧重， “珠三角金改”

也因此承担了更高、 更为广泛的期望。

� � � � �

A

股岁末反弹生机乍现

“钻石底”下现“建国底”

2012

年，

A

股大部分时间继续下沉，

在击穿沪指

2000

点整数关口后，

12

月

4

日盘中更创下

1949.46

点的新低。 市场流

行一时并且寄予厚望的 “钻石底” 告

破， 而

1949

点的低点则被股民形象地

称之为 “建国底”。 时近年末， 大盘在

探明 “建国底” 后迅速回升， 昨日收盘

点位已较

2011

年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高

出近

20

点。

� � � � �调控政策未见松动

年末楼市明显回暖

尽管中央一再强调坚持房地产调控政

策不动摇， 但今年以来，

70

个大中城市房

价呈现 “低开高走” 的态势， 特别是下半

年开始， 各地楼市成交持续放大， 房价上

涨的城市增多， 调控效果面临考验。 国家

统计局公布的

11

月房地产数据显示， 全

国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中， 价格

环比上涨的城市超过了

75%

。

� � � � �

QFII

、

RQFII

大扩容

地方养老金入市谨慎

年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 和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RQFII

） 的

审批家数及投资额度进一步增加，

QFII

投

资比例也进一步松绑。

3

月份， 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理事会受托投资运营广东省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结存资金

1000

亿元。

财政部紧接着下发通知， 要求地方财政部

门不得动用社会保险基金结余进行任何其

他形式的直接或间接投资。

� � � � �退市新政实施

*ST

炎黄

*ST

创智被亮红牌

6

月

28

日， 深沪交易所同时发布上市公司

退市制度方案。 时至年末， 退市制度实施迈出实

质性一步： 深交所上市委员会审议了

4

家暂停上

市公司提出的恢复上市申请， 其中

*ST

炎黄、

*ST

创智股票恢复上市申请未获得审议通过， 将

终止上市， 成为退市制度实施以来第一批被亮

“红牌” 的公司。

� � � � �塑化剂醉倒上市酒企

国内食品药品陷安全漩涡

“毒胶囊”、 葡萄酒农药残留等余波未了，

酒鬼酒、 贵州茅台等上市酒企又陷入塑化剂漩涡

中， 年末又有速成鸡掀起的食品安全风波……食

品药品安全问题成为本年度关注度最高的话题之

一， 引发国人广泛关注。 证券市场反应迅速， 投

资者用脚投票， 相关股票遭遇暴跌。

� � � � � � �人民币先抑后扬

13

个交易日连续涨停

2012

年人民币大起大落。 前三季度人民币

贬值预期一直很强， 人民币对美元一路走低， 而

从第四季度开始走势明显逆转，

11

月人民币对

美元即期更创出连续

13

个交易日涨停的纪录。

中国经济出现回落、 欧美国家现流动性危机而将

资金撤离中国， 以及美联储推出第三轮和第四轮

量化宽松导致美元大幅贬值等因素， 成为影响人

民币汇率波动的主要原因。

1

2

3�

4

世界经济缓慢复苏

多家机构下调增长预期

今年以来， 世界经济缓慢复苏，

多个重要国际会议和国际机构对世

界经济增长预期进行下调。 联合国

年中报告将今年世界经济增速预期

下调至

2.5%

；

9

月

24

日， 二十国集

团副财长与央行副行长会议上， 与

会代表认为全球经济面临重大下行

风险， 呼吁各国采取更多行动应对

经济恶化；

10

月上旬， 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

年会发布的 《世界经济展

望》 认为

2013

年的增

长仍将乏力， 预测增

长率为

3.6%

。

� � � � �全球量化宽松潮涌

货币战争警报拉响

2012

年， 释放流动性几乎成为各经济

体解救经济的一条难以避开的路径， 全球

量化宽松浪潮蔓延， 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在

货币政策道路上渐行渐 “宽”。 美联储高

举量化宽松

(QE)

大旗， 继

QE3

后再度推

出

QE4

， 欧洲央行推出无限量购债计划，

日本央行多次开闸放水， 巴西、 韩国等新

兴市场也轮番降息。 全球流动性泛滥带来

新一轮金融危机隐患值得警惕。

� � � � �欧债危机未现拐点

救助大戏起起落落

这一年， 本应齐心协力共同应对主权

债务危机的欧盟， 在预算的问题上始终没

有谈拢， 希腊、 意大利、 西班牙逐个引爆。

10

月

8

日， 在经历了一年半的磋商论证

后， 欧元区永久性救助基金———欧洲稳定

机制

(ESM)

正式生效， 这标志着欧元区永

久性金融 “防火墙” 终于从计划变成现实。

但

11

月

23

日， 欧盟讨论中期预算的特别

峰会无果而终。 欧盟各国诉求不一各怀心

思， 欧债危机的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 � � �财政悬崖考验美国

牵动金融市场神经

如果美国国会不能在

2013

年

1

月前

达成协议， 将导致

5000

亿美元的增税和

1000

亿美元的减支自动生效， 美国经济

2013

年将陷入衰退， 甚至可能引发

新一轮全球经济衰退。 目前，

美国 “财政悬崖” 已经成为全

球投资者担忧的头号问题。

� � � � �欧美金融业丑闻不断

天价罚单飞出

今年， 有关欧美金融业的负面消息不断传出， 金融大鳄们

声誉跌到谷底。 “伦敦鲸事件”、 洗黑钱、 伦敦银行同业拆借

利率

(Libor)

操纵案……华尔街一时人心惶惶。 尤其是

Libor

操

纵案几乎将各大银行一网打尽， 美国财长盖特纳和英国央行行

长金恩也被卷入其中。 美国、 英国等多国监管机构已先后向巴

克莱、 瑞信等开出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天价罚单。

� � � � �做空机构大肆做空

赴美上市中企步步惊心

2012

年， 做空机构浑水、 香橼等大肆做空在美上市中概

股， 中国企业赴美上市陷入冰点。 分众传媒、

7

天连锁酒店等

企业再度掀起中概股私有化风潮。 年底，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

SEC

） 起诉全球 “四大” 会计师事务所的在华机构以及大华会

计师事务所， 让中概股诚信问题再度成为市场焦点， 引发在美

上市中国企业特别是借壳上市企业集体退市危机。

� � � � �日本家电巨头走向没落

苹果三星上演强中强

由于全球电视需求持续放缓， 曾经辉煌的日本家电业巨头

走向没落。 股价下跌、 巨亏、 裁员成日本家电巨头

2012

年的

“关键词”。 今年

6

月索尼公司股价跌破每股

1000

日元大关，

为

1980

年以来的头一回。 松下市值也大幅缩水。 而苹果、 三

星表现亮眼， 苹果股价一度涨破

700

美元高点。 三星受益于智

能手机销量强劲以及显示面板需求增加， 大有赶超苹果之势。

� � � � �欧美对华发起光伏“双反”

行业遭遇严冬

当地时间

10

月

10

日， 美国商务部终裁认定中国向美国出

口的晶体硅光伏电池及组件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 将对中国相

关企业征收高额反倾销关税和反补贴关税。 与此同时， 欧盟委

员会也决定对我国光伏电池发起反倾销调查， 涉案金额超过

200

亿美元， 是迄今对我国最大规模的贸易诉讼。 欧美此举导

致中国光伏产业跌入谷底， 进入 “寒冬”。

� � � � �国际能源版图重塑

美国“逆袭”页岩气

11

月

12

日， 国际能源署发布

《世界能源展望》 报告， 预测

2017

年

美国将超越沙特成为全球最大产油

国，

2035

年美国将基本实现能源自

给自足。 报告同时表示， 从页岩层

中提取石油和天然气的技术正在显

著影响全球能源供给的格局。 国际

能源署在这份年度报告中也特别表

示， 美国能源发展较快， 其影响已

超出北美地区本身以及能源领域范

畴。 能源产量提高带动的天然气和电

价走低有利于加强美国工业竞争力，

促进其经济发展。

� � � � � � �历经

10

载艰苦谈判

俄罗斯入世梦圆

8

月

23

日， 俄罗斯正式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 （

WTO

）， 成为该组织第

156

个成员国， 其长达

19

年的入世

长跑终于画上圆满句号。 目前， 俄正

探索从能源、 物流、 通讯、 基础设施

等领域开拓与亚太国家合作的途径，

同时也在探索通过融入亚太促进其远

东和滨海地区的发展。

� （冉慧敏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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