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金融机构

外汇占款少增2275亿

A2

国务院六措施支持光伏产业走出困境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１４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 会议指出,光伏产业是新能源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必须支持

光伏产业走出困境并健康发展。 要在努力巩固国际市场的同时,用改革的办法,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着力激发国内市场有效需求,推动产业创新

升级。

A2

大盘股不堪重负

题材股周五逆袭

A7

北京提高大户型

商品住房预售门槛

A2

提高违规成本

督促中介机构

当好“守门人”

A4

A3

“滴滴” 一响

圈地开始

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三个进口转基因大豆新品种审批历时三年

根据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评审结果，农业部日前批准发放了三个进口用作加工原料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 从最初递交申请

到获得进口用作加工原料安全证书，历时三年左右的时间。 此前，我国已经批准进口五个转基因品种用作加工原料。

A2

三大背离揭示A股反弹动力

股市六月飞雪，暴跌也可能带来新的介入机会。 我们从人民币升值与热钱流向、新股发行改革与新股发行重启、金融扩张与经济疲弱这三大背

离现象，分析 A 股后续反弹动力，增强投资者信心。

A5

弘扬优良传统 共筑新的梦想

人民日报召开纪念创刊65周年座谈会

证券时报综合报道

一杯清茶抚今追昔， 满腔热忱继

往开来，

6

月

14

日， 人民日报社召开

座谈会， 以隆重热烈又务实节俭的方

式纪念人民日报创刊

65

周年，弘扬优

良传统，共筑新的梦想。 “传统媒体与

新兴媒体并举， 官方声音与民间舆论

呼应， 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和现代传

播体系，加快建成让党放心、让人民满

意的一流媒体。”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

农代表人民日报编委会， 对报社未来

创新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杨振武主持座谈

会，报社编委会成员、老同志代表和干部

职工代表共

180

余人参加了座谈会。

1948

年

6

月

15

日， 这张与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命运与共的报纸，

诞生于河北省平山县里庄。

65

年来，

从对开两个版、发行量

4

万份，到

24

个版、发行量

300

多万份、法人微博粉

丝超过

1500

万，

24

家社属报刊组成

人民日报报系的“大家庭”，人民网网

民覆盖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网络版、

手机报、搜索引擎、电子阅报栏构建立

体传播格局……人民日报紧跟时代步

伐，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座谈会上，张研农深情回顾了人民

日报走过的

65

年不平凡历程。他说，

65

年来，人民日报坚持高举旗帜，围绕大

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牢牢把握正确

舆论导向，践行“三贴近”，深入“走转

改”，新闻报道的公信力、影响力、传播

力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及时性、针对

性、实效性明显增强，向党和人民交出

了一份合格答卷， 在中国新闻史上树

立了一面旗帜。 回顾

65

年历程，我们

深切感受到，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坚强

领导是人民日报社不断发展进步的根

本保证， 中央有关部门的有力指导是

报社事业不断开拓的坚实依靠，各级党

委、政府以及广大读者的大力支持是报

社整体实力不断增强的力量源泉。

张研农强调，当前，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 全国人

民正在为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中国梦是全

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向往与追求， 作为担

负重大历史使命的人民日报， 也拥有相

应的追求。 要一手抓强魂，一手抓健体，

在传统主流媒体向新兴媒体的进军中占

得先机；要努力在风云激荡中引领思想，

在众声喧哗中回应民意， 不负中央赋予

的新目标、新使命、新要求。

座谈会上， 与会代表共同缅怀前辈

创立的不朽功绩，总结宝贵经验，畅谈对

报社明天的美好向往。

8

位报社职工代

表谈体会、讲感受、说成长、话未来，表达

了热爱人民日报、 奉献人民日报的责任

和情怀。他们表示，要时时刻刻牢记党报

人的责任和使命， 牢记人民日报的光荣

传统，在报社这个大舞台上干事创业，共

筑人民日报社新的光荣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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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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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杯弓蛇影放大热钱效应

证券时报记者 黄小鹏

近日， 国际金融市场不断表演

“蝴蝶振翅” 。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

（QE） 退出预期升温抬高了美国长

期国债利率，而这又导致大量资金从

前期炙手可热的新兴市场撤退，引发

股市大跌，汇率下挫。 这场风暴也波

及中国，成为本周四 A 股大跌的原因

之一。

全球经济已紧密连为一体， 国际

市场传导到 A 股市场并不奇怪，但毫

无逻辑地联系， 搞得市场风声鹤唳则

是不成熟的表现。

纯粹从金融市场传导看，菲律宾、

印尼等东南亚股市的大跌确实是国际

资金回撤造成的。 QE 制造的海量资

金需要寻找获利空间， 因此部分资金

涌入东南亚股市， 将这些基本面具有

吸引力的股市持续推高。 而今这些股

市估值普遍已高， 资金成本又面临上

升之势， 资金流出已是必然。 可以预

料，随着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新兴市

场还会受到类似脉冲式冲击， 出现更多

的市场波动。

东南亚、拉美等新兴市场股市高度

依赖短期国际资金，外资持股市值占比

高达 15%～50%， 核心国家经济形势和

政策的变化， 往往首先影响到这些市

场。 虽然中国也属新兴市场，但相对封

闭，外资持股市值占比仅 1.5%～1.6%，

即便考虑到一些非规范的资金，外资流

进流出对 A 股的直接影响也是有限的，

但过往 A 股市场却对外资动向过度敏

感， 做多或做空境外关联资产的消息

常常引起 A 股的强烈反应， 甚至仅仅

凭某人的一句话，都可能触发 A 股的大

幅波动。

当然，国际因素对 A 股的影响不只

体现在直接资金层面，不过要看到，美国

货币政策正常化过程对中国的正面影响

大于负面影响。 首先，QE 退出的快慢取

决于美国经济复苏的强弱，QE 完全退

出可视为中国外需改善的一个标志。 其

次，QE 退出过程中，国际热钱流入中国

的动力会减弱， 但这也减少了中国决策

者面临的压力，中国货币政策、汇率政策

的主动性将会得到提升。

至于热钱对国内总体流动性的影

响，笔者认为市场普遍存在误解，因为中

国货币当局始终拥有调节“池子” 大小

的各种手段， 国内流动性状况主要是由

最高决策层的取向决定的， 热钱的影响

是有限的。 同样，决定 A 股走势的经济

前景，其好坏也主要受国内因素影响。对

国际市场变化固然要高度重视， 但过度

敏感以至杯弓蛇影，则完全不必。

2170亿！

四大行6月上旬信贷井喷

证券时报记者 彭潇潇

5

月信贷数据创下年内次低，强化

了市场对货币政策稳中趋紧的预期。

不过，进入

6

月份以来，信贷投放出现

井喷迹象。 据权威人士透露，

6

月上

旬，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量已经超

过

5

月全月投放量。

据权威人士透露，

6

月

1

日至

9

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

建设银行贷款发放量分别为

750

亿

元、

580

亿元、

380

亿元和

460

亿元，总

计

2170

亿元，已超过四大行

5

月份整

体信贷投放量， 也远超四大行去年

6

月份整体信贷投放量。今年

5

月，四大

行信贷投放量为

2080

亿元，去年

6

月

则为

1800

亿元。

通常情况下， 四大行信贷投放量

占银行整体信贷投放量的

35%~40%

，

以此推算，仅

6

月上旬，银行信贷投放

量可能达到

5425

亿元

~6200

亿元，逼近

5

月份全月信贷投放量。 如果按照当前

的信贷投放节奏，

6

月份银行信贷投放

量很可能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远远

超过

5

月份的信贷总量。

此前，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曾表示，

6

月份新增贷款会有显著上

升。 近期，广东、山东、安徽、四川等省

多个重大项目密集开工，政府投资步伐

加快，带动贷款需求，从侧面佐证这一

预测。

在四大行信贷投放增加的同时，存

款状况却不乐观。

6

月

1

日至

9

日，四大

行存款负增长

1400

亿元。 端午节前后，

银行间市场利率持续走高，也表明从短

期来看资金面仍然偏紧。

2126点

或是沪指近期底部

A9

中央汇金出手增持

光大银行新华保险

A2

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出席纪念创刊 65周年座谈会。 张仲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