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达沃斯论坛畅谈利率市场化 银行业临生死考验

证券时报记者 陈中

在贷款利率管制全面放开之

后，存款利率管制何时放开？利率市

场化对中国的银行意味着什么？ 在

2013

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利率

市场化相关问题成为银行界大佬讨

论的热点话题。

“我觉得在存款保险制度和破

产制度制定之后， 有那么一两年就

可以承担这个风险了，（存款利率管

制放开）

2015

年左右差不多了。 ”

———这是民生银行行长洪崎对第一

个问题给出的答案。

“目前银行业外部环境、约束条

件、市场需求等均发生了变化，利率市

场化对中国的银行将是生死考验。 ”

———这是永隆银行董事长、 原招商银

行行长马蔚华对第二个问题的看法。

存款利率管制何时放开

论坛开幕前一天， 李克强总理

在与国际企业家交流的过程中提

到，“我们将继续推进利率的市场

化。取消了贷款利率的下限，这只是

利率市场化进程当中的一步， 今后

还会继续往前走”。今年以来的国务

院常务会议也多次发出信号，“要推

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更大程度上由

市场决定资金价格”。

今年

7

月， 央行全面放开贷款

利率管制。 作为利率市场化的最后

一步， 存款利率管制何时放开自然

成为业界关注焦点。

在

11

日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中

国金融行业展望”分论坛上，洪崎表

示，“克强经济学” 的核心实际上是

强化市场、放松管制、增加供给，实

际上也就是要把企业交给市场，形

成真正核心竞争力。 中国的利率市

场化进程，从

1998

年开始，已经走

了

17

年，那么利率市场化最后这一

步、 最关键的要点就是存款的上限

是不是放开了。

央行此前曾表示， 从国际上的

成功经验看， 放开存款利率管制是

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最为关键、

风险最大的阶段， 需要根据各项基

础条件的成熟程度分步实施、 有序

推进。

广发银行行长利明献认为，利

率自由化是势在必行， 方向也是对

的，时机也越来越成熟。中国的货币

市场、债券市场都比较市场化。对于

利率市场化的运行， 银行业大部分

准备好了。

洪崎则对放开存款利率管制的

时间作出预计：“我觉得在存款保险

制度和破产制度制定之后， 有那么

一两年就可以承担这个风险了，

2015

年左右差不多了。 ”

银行业的生死考验

在另一个分论坛上， 马蔚华表

示， 未来银行业改革涉及多个层面，

其中利率市场化改革已是箭在弦上。

现在中国大部分银行都在进行同质

化竞争，这是利率没有放开的后果。

马蔚华说，美国

1985

年完成利

率市场化，到

1990

年每年倒闭银行

超过

200

家。 中国台湾地区完成利

率市场化后，全行业曾经出现亏损。

目前银行业外部环境、约束条件、市

场需求等均发生了变化， 利率市场

化对中国的银行业将是生死考验。

对于利率市场化带来的风险，

洪崎则表示， 目前中国商业银行同

质化竞争严重， 存款利率比贷款利

率增加更快。存贷利差不断缩小，利

润减少的银行会投入高风险领域，

一旦风险控制不善就有可能破产。

这种状态在国外利率改革过程中是

经常形成的。

他认为， 利率市场化也为行业

带来了机遇， 好银行可以收购兼并

一些经营不善的银行， 来迅速扩大

规模。

“银行的风险来自

360

度，并不

是利率市场化之后风险就出来了，

关键在于银行的执行力度和管理力

度是否到位， 将直接决定银行自身

的竞争力。 规模大的银行比较能适

应这一变化， 而小的银行适应性比

较差。 ”利明献说。

在洪崎看来， 商业银行还要做

几手准备， 一方面要有自己差异化

的客户定位， 比如现在民生银行定

位小微、定位到小区，加强中间业务

收入的能力，使自己对负债业务、对

资本的依存度比较低。另一方面，要

通过内部的管理能力提高， 降低成

本，这样在价格竞争上才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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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不放松不收紧”的寓意

见习记者 程丹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何去何从

？

李克强总理出席达沃斯论坛时对于

货币政策的阐释格外引人关注

。

李克强表示

，“

在货币政策方

面

，

保持定力

，

即使货币市场出现短

期波动

，

我们也沉着应对

，

不畏艰

险

，

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

，

重点是

通过盘活存量

、

用好增量来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

。”

这一连贯

谨慎的表态实际排除了未来政策再

次大幅放松的可能性

，

也预示着中

性偏紧的货币政策仍将贯彻下半年

经济调整的始终

。

就在几天前

，

习近平主席在

G20

领导人峰会上也强调

，“

单纯依

靠刺激政策和政府对经济大规模直

接干预的增长

，

只治标

、

不治本

，

而

建立在大量资源消耗

、

环境污染基

础上的增长

，

则更难以持久

。 ”

至此

，

新一届领导集体宏观调

控思路更趋明了

。

相较于

2008

年的

4

万亿大规模刺激政策以及随后较

长时间的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导

向

，

面对上半年出现的经济下行压

力

，

决策层改变思路

，

摒弃了短期的

经济增速诱惑

，

不再走赤字财政大

投资

、

货币信贷大投放的老路

，

进而

调整步伐

，

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

优化经济结构释放改革新红利方面

做文章

。

从经济高速增长的

“

第一季

”，

到

转型关键期的中国奇迹

“

第二季

”，

货

币政策从适当放松到中性偏紧

。

2012

年累计使用

4

次的降息降准工

具

，

在今年

，

也被频繁的逆回购所代

替

，

高层刻意在回避单纯的货币刺

激对经济的助推作用

，

而下半年步

调如何

，

正如央行行长周小川所言

，

将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

同时若

有需要会做一些结构性微调

。

微调

，

意味着不会大动

，

也意味

着货币投放的方向和松紧度有可能

仍和当前持平

，

对银根的

“

不放松不

收紧

”

与之契合

。

当然

，

也不排除在

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大变动之时

，

中

国经济为了应对冲击

，

在政策的灵

活度上作出调整

，

从而保证微观经

济的弹性和活力

。

“

盘活存量

、

用好增量

”，

这是李

克强总理多次在公开场合对货币政

策的表态

。

结合当下

，

当经济的高速

增长的需求开始慢慢淡化

，

经济调

整的重心转移到

“

提质增效

”，

激发

市场活力

，

转变发展方式这几大要

点的时候

，

我们就不难理解

，

其实

，

维持偏紧的货币环境是有助于经济

转型意识的培育

，

从而在全社会形

成结构调整的压力

。

宽松的货币环境下

，

原有的经济

增长模式和对应发展理念

，

很难得到

改变

。

长期宽松的货币环境

，

已在当

前中国的社会中形成了浓厚的投机

氛围

，

和

“

去实体化

”

倾向

———

制造业

企业纷纷转行或涉足房地产

、

私募股

权投资

，

或转型成专业性投资公司

，

企业不再热衷于产品的升级改造和

研发投入

，

而将经营重心放在了追求

资产的升值上

。

偏紧货币环境或多

或少会挤出投资领域的投机资本

，

压缩其成长空间

，

使之回归实业

，

这

也就正好契合决策层希望引导资金

流向实体经济的初衷

。

知易行难

。

从

8

月份新增信贷

的部门分布看

，

企业的信贷需求仍

然处在一个较低水平

，

资金更多地

还是流向房地产等行业

。

由是观之

，

促进经济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的确需要拿出

“

壮士断腕

”

的气魄

。

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2017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将低于65%

证券时报记者 王砚

近日，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 《行动计

划》）， 提出十条措施， 力争在五年

内，改善全国空气质量，重污染天气

较大幅度减少，使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等区域空气质量明显好转。

这份业界期待已久的文件又被称为

“大气国十条”， 是我国首个全国性

的空气污染治理规划。

按照“谁污染、谁负责，多排

放、多负担，节能减排得收益、获补

偿”的原则，《行动计划》将实行政

府统领、企业施治、市场驱动、公众

参与的大气污染防治新机制，实施

分区域、分阶段治理。 京津冀、长三

角区域将建立大气污染防治协作

机制，由国务院与各省级政府签订

目标责任书，进行年度考核，严格

追究责任。

《行动计划》提出，中央财政将

统筹整合主要污染物减排等专项，

设立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对重

点区域按治理成效实施 “以奖代

补”。 适时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将挥

发性有机物纳入排污费征收范围。

同时，研究将部分“两高”行业产品

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 完善“两高”

行业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和资源综合

利用税收政策。 积极推进煤炭等资

源税从价计征改革。

结合李克强总理日前在达沃

斯论坛上提出要在京津冀鲁地区

减少

8000

万吨煤耗的环保举措，

《行动计划》明确规定，到

2017

年，

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降到

65%

以下，而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等区域则力争实现煤炭消费总

量负增长。

此外，《行动计划》 还提出，要

全面整治燃煤小锅炉，加快重点行

业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工程建设；

综合整治城市扬尘和餐饮油烟污

染； 加快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辆，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推广新能源汽

车，加快提升燃油品质；调整优化

产业结构，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严

控高耗能、 高排放行业新增产能，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坚决停建产能

严重过剩行业违规在建项目；加快

企业技术改造， 提高科技创新能

力，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培育壮大

节能环保产业，促进重大环保技术

装备、产品的创新开发与产业化应

用等。

作为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的北京， 也于昨日出台 《北京市

2013-2017

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重

点任务分解》， 宣布将重点实施压

减燃煤、控车减油、治污减排、清洁降

尘等八大污染减排工程， 以保证细颗

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

60

微克

/

立方米

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 此前被环保部

否认的排污拥堵费将有可能在北京

率先实施。 据悉，北京市交通委、市

环保局正在抓紧研究制定排污拥堵

费方案。

北京市交通委表示， 将借鉴国外

经验，分析本市道路交通运行、尾气污

染监测数据， 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

见建议， 视大气环境治理需要出台排

污拥堵费方案， 以期达到防治尾气污

染和缓解交通拥堵的综合目标。

中关村创业投资额

去年占全国三成

中关村指数

2013

昨日在

2013

中关村论坛

年会上发布。中关村指数

2013

显示，截至目前，

中关村上市公司

224

家，在“新三板”累计挂牌

企业

234

家；

2012

年， 中关村创业投资额约为

159

亿元，占全国创业投资总额的

30%

。

自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批复以

来，中关村综合指数一直保持较快增长。

2012

年， 中关村综合指数为

194.6

， 较上年增加

24.8

个点。

报告指出，

2012

年， 中关村新创办科技型

企业达到

4800

家，一批高科技企业快速成长。

2012

年， 中关村有

482

家企业实现收入倍增，

1897

家企业年收入超过亿元，

45

家企业年收入

超过百亿元。 中关村上市公司为代表的领军企

业竞争力不断增强，

2012

年中关村上市公司的

总市值达到

1.34

万亿，企业合并报表达到

1.33

万亿。

中关村指数

2013

中有一个很可喜的变化，

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科技金融创新进

一步深化。 截至目前，中关村上市公司

224

家，

在“新三板”累计挂牌企业

234

家；

2012

年，中

关村创业投资额约为

159

亿元，占全国创业投

资总额的

30%

；各银行累计为中关村企业发放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超过

100

亿元，小额贷款累

计发放额

36

亿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并购交易和对境

外直接投资再度升温，

2012

年示范区海外并购

案例数达到

14

起，中关村对境外直接投资连续

2

年高速增长，

2012

年有

296

家企业开展境外

直接投资，较上年增加

108

家，对境外直接投资

额高达

331.9

亿元，较上年增长了

1.1

倍。

此外，潜力企业不断涌现，在福布斯

2013

年度 “中国最具潜力上市

/

非上市公司”

200

强

榜单中，掌趣科技、东方国信、舒泰神等

46

家中

关村企业入选，占据约四分之一的席位。

（许岩）

第三届中国创业资本论坛今日举行

证券时报记者 杨晨

由证券时报社、湖南省政府金

融办主办，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承办的第三届中国创业

资本论坛今日将在湖南长沙隆重

举行。 本次论坛邀请了地方政府领

导、深沪交易所相关负责人、国内

知名创投机构领军人等近三百人

参会，将就经济转型形式下创投机

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话题展开

广泛的讨论。

为更好地促进我国创投业持

续健康发展， 推动创业与资本的

有机结合， 证券时报社在成功举

办两届 “中国创业资本论坛”的

基础上，

8

月正式启动“中国创业

资本论坛暨第三届中国最具竞争

力创投机构评选” 活动。 活动旨

在充分展示我国创业投资机构、

私募股权机构、 创业投资家以及

创业企业在国内外的良好形象，

搭建一个方便业内人士交流沟通

的平台， 促进创业资本与创业企

业无缝对接， 更为行业艰难前行

过程中寻找智慧的支持和卓越的

观点。

本次评选活动全程严格遵循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由权威

行业机构提供基本数据为基础，结

合参评机构及个人自荐材料，采取

专家评委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产生最终排名，保证评选结果的

权威公正。

第三届中国最具竞争力创投机

构评选经过前期紧张的投票， 中国

创投业风云人物、 最具竞争力创业

投资机构、 最具发现力创业投资家

等多个奖项最终评出， 结果将于今

日公布。 本次论坛还将举办多场分

论坛，就

TMT

引爆创业热潮，资本

竞相追逐、低碳经济当道，清洁技术

投资前景看好等多个话题展开热烈

讨论。

成品油调价窗口期

或现“三连涨”

新一轮成品油价格调整窗口期将于

１３

日

打开。受叙利亚局势左右，最近一个调价周期国

际原油价格先涨后落，总体保持上升态势。市场

机构普遍预计， 新机制实施以来国内成品油价

格首次“三连涨”或将到来，这也将是年内油价

第六次上调。

新华社石油价格系统

１２

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

９

月

１１

日一揽子原油平均价格变化率为

１．４３％

。 根据该系统的测算，预计

１３

日调价窗

口再次开启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再次上调，调

整幅度或在每吨

１００

元左右。

由于最新公布的美国原油库存继续下跌，

国际油价

１１

日小幅上涨。生意社成品油分析师

高国云认为，就目前情况而言，本次调价搁浅可

能性较小， 若国际油价在本轮调价周期最后一

个工作日继续反弹， 则将实现新机制以来首次

“三连涨”，涨幅在百元左右。

我国于今年

３

月底出台完善后的成品油价

格形成机制。按照新机制，国内汽柴油价格根据

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变化每

１０

个工作日调整一

次，当调价幅度低于每吨

５０

元时，不做调整，纳

入下次调价时累加或冲抵。

中宇资讯分析师王金涛说， 最近一个调价

周期内，在叙利亚局势变动、美国原油库存下滑

以及美国经济数据进一步好转等因素影响下，

国际油价呈现一轮上涨态势。 随着近几日叙利

亚紧张局势有所缓解， 国际原油价格失去炒涨

动力。 对供需面影响更大的利比亚原油产量逐

渐恢复，此前关闭的石油输出终端也有望重启，

致使国际原油价格大幅回调。

如果此次成品油价格上调成行，自

７

月

２０

日以来， 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国内成品油价格已

经连续三次上涨，累计涨幅达每吨

６５０

元左右。

根据卓创资讯的计算，如果本轮汽、柴油价

格相应上调幅度均为每吨

１００

元， 折合每升价

格为

９０

号汽油

０．０７

元，

９３

号汽油

０．０８

元，柴

油

０．０９

元。

以月跑

２０００

公里，每百公里

８

升汽油的私

家车为例， 此轮汽油每升上涨

０．０８

元左右，相

应的下个计价周期的油耗成本将增加

６．４

元，

支出并不算多；但综合三连涨，汽油累计每升上

涨

０．５

元，与三连涨之前相比，私家车每周增加

的油耗支出达

２０

元。 （据新华社电）

安徽全力推动

民营经济发展

记者从安徽省财政厅获悉，

该省创新扶持方式，加快支出进

度，全力推动民营经济快速健康

发展。 今年以来该省获得民营经

济资金扶持的

９１

户县域担保机

构， 共向

５７７３

户企业担保贷款

２２７．２

亿元，同比增加

５３．５

亿元。

“融资难”一直是制约民营经

济发展的瓶颈， 安徽省通过支持

担保机构做大做强， 发挥财政资

金“酵母”作用，帮助民营企业解

困度难。从今年起连续

５

年，该省

财政每年安排

１１

亿元扶持民营

经济发展专项资金， 用于充实县

（市、区）担保公司国有资本金，各

市及各县（市、区）原则上按省财

政安排的资金等比例配套， 全省

每年投入将达

３０

多亿元，按平均

４

倍放大比例测算， 每年可带动

新增贷款

１２０

多亿元。

为帮助企业减轻负担，营造

良好发展环境，在国家近期减免

３３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基础上，

该省从今年

８

月

１

日起自主取

消、调整、下放和缓征

２８

项行政

事业性收费和

３

项政府性基金，

预计年内将减轻企业负担近

４

亿元，并且对经营性服务收费和

学会、协会、研究会等收费实行

严格管理。

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效益，

该省要求所有资金拨付尽早兑

现，截至

８

月底，该省财政共拨付

支持企业重大资金

２０２

亿元，其

中九成以上用于支持民营企业，

已基本拨付到位， 进度明显快于

往年，实现了早拨快拨实拨。

同时， 针对今年严峻的外

贸形势， 该省利用两种资源两

个市场，积极支持民营企业“走

出去”， 统筹安排

６４００

万元财

政专项资金， 支持民营中小企

业开拓国际市场， 注重培育外

向型企业。 （据新华社电）

全国鸡蛋价格

逼近历史高点

据新华社全国农副产品和农

资价格行情系统监测， 与前一日

相比（下同），

９

月

１２

日，鸡蛋、奶

类价格上涨；蔬菜价格以涨为主；

成品粮价格稳中有涨； 食用油价

格以降为主；水果、牛羊肉、水产

品、猪肉价格微幅波动。

普通鲜鸡蛋价格上涨

０．４％

、

白条鸡价格持平；监测的

２１

种蔬

菜中，

１１

种价格上涨，

７

种价格下

降，

３

种价格持平； 猪五花肉价格

上涨

０．１％

，猪后臀尖肉价格持平；

牛腱肉、牛腩肉价格持平，去骨鲜

羊肉价格下降， 带骨鲜羊肉价格

上涨，波动幅度均未超过

０．１％

。

监测数据显示，

７

月中下旬

以来全国鸡蛋价格呈上涨走势，

近期涨速明显加快， 目前价格已

逼近历史高点。 与

７

月

１８

日相

比，

９

月

１２

日， 全国鸡蛋价格涨

幅已经超过

２０％

，约九成省区市

鸡蛋已涨至每斤

５

元以上。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