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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支持政策逐步显效
改革开放稳步推进

———金融部门相关负责人回应热点

� � � � 近期海外金融市场波动加剧 ，
是否会影响我国金融市场平稳运
行？目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组合
拳”落地情况如何？应对国际疫情影
响，金融系统未来将如何继续发力？
在国务院新闻办 22 日举办的新闻
发布会上， 金融部门相关负责人详
细介绍有关情况，回应市场热点。

判定全球金融危机为时尚
早 我国金融市场展现韧性

随着海外疫情扩散， 全球金融
市场波动明显加剧， 是否已经进入
全球金融危机？“目前断定全球已经
进入金融危机还为时尚早。”人民银
行副行长陈雨露说。

近期 A 股市场展现出较强韧
性和抗风险能力。 证监会副主席李
超表示， 目前上市公司复工率已经
超过 98%， 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
裕，股市估值处于历史低位，外部环
境影响是阶段性的， 不会改变中国
资本市场平稳向好趋势。

对于市场普遍关注的外资流动
情况 ，李超指出 ，今年以来 A 股外
资净流出仅 200 多亿元， 债券市场
还有小幅流入。 近一个月市场感受
外资流出金额相对较大， 是因为去
年外资流入较为集中、数额较大，拿
近一个月数据去比较反差较为明
显，实际上规模并不大。

“目前外资占 A 股市场流通市
值不到 4%， 交易占比也不是非常
大，其流动会带来扰动，但是不会带
来颠覆性、根本性冲击。 ”李超说。

与此同时， 外汇市场和债券市
场表现也同样较为稳健。 近期全球
主要非美元货币出现不同程度贬
值， 相比之下人民币汇率虽小幅贬
值，但总体保持稳定。 陈雨露表示，

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未来预期仍
在 7 元左右，继续双向浮动。

“目前我国债券市场运行总
体平稳。 ”陈雨露介绍，2 月以来，
债券市场违约规模维持在正常水
平， 其中首次违约企业的家数比
去年同期明显减少。

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会否对我
国银行业、保险业造成影响？银保
监会副主席周亮介绍， 目前两行
业总体运行平稳， 还会继续保持
健康稳定发展的良好势头。 银行
资本充足率和保险公司偿付能力
充足率分别达 14.6%和 247%，风
险抵御能力和应对资源非常充
足。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组
合拳”正在显效

针对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
产的需求， 金融体系支持情况如
何？

“政策组合拳正在产生显著
成效， 我国金融体系运行总体平
稳，金融市场预期稳定，货币信贷
平稳较快增长， 国民经济经受住
了疫情冲击， 也为全球经济金融
的稳定作出重大贡献。 ” 陈雨露
说。

他介绍，前期设立的 3000 亿
元专项再贷款已经支持疫情防控
重点企业超 5000 家，企业获得优
惠利率贷款超 2000 亿元，实际融
资成本在 1.26%左右。 前期增加
的 5000 亿元再贷款 、 再贴现额
度， 目前已累计发放优惠利率贷
款超 1300 亿元，贷款利率水平明
显低于国务院 4.55%的要求。

陈雨露说， 通过积极引导市
场利率的下行， 企业贷款实际利

率水平也在明显下降。 2 月一般贷
款利率是 5.49%， 比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改革前下降了 0.61 个百
分点。

“我国实体经济已经在边际改
善。 ”陈雨露表示，3 月以来实体经
济持续向好， 估计二季度各项经济
指标会出现显著改善， 中国经济增
长会较快地回到潜在产出附近。

目前我国银行机构为抗击疫情
提供的信贷支持已经超过 1.8 万亿
元。 1 至 2 月，银行业新增制造业贷
款 2500 亿元，明显高于上年同期增
幅。 “自 1 月 25 日以来，20%左右的
中小微企业到期贷款本息已经享受
到了延期还款的安排。 ” 周亮说。

“对偿付能力充足率比较高、资
产匹配状况比较好的保险公司 ，允
许其在现有权益投资 30%上限基础
上适度提高权益类资产投资比重。”
他表示， 银保监会已出台支持实体
经济发展系列政策， 包括支持疫情
防控的企业恢复和扩大产能， 对受
疫情影响的个人消费贷款灵活调整
还款安排， 通过临时性延期还本付
息安排帮助符合条件、 暂时遇到困
难的企业渡过难关等。

资本市场同样在持续发力。 李
超介绍，今年前两个月，交易所市场
股票、债券合计融资约 1.3 万亿元。
其中，IPO 完成发行 38 家，募资 724
亿元，再融资 901 亿元；交易所债券
市场发行 1.1 万亿元， 同比增长了
30%。

积极应对海外疫情影响
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开放

近期一些国家较大幅度降低利
率， 市场普遍关注中国货币政策下
步走向如何？陈雨露透露，下一步央

行将分阶段把握货币政策力度、节奏
和重点， 始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特别是要实现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
速与名义 GDP 增速基本匹配。

陈雨露表示，要充分发挥好结构
性货币政策的独特作用，引导金融机
构对产业链核心企业以及上下游中
小微、 民营企业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将运用好定向降准等政策，发挥对金
融机构的激励引导作用。 同时加大对
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发行金融债券的
支持，进一步提升商业银行整体信贷
投放意愿和能力。

他强调， 要继续推进 LPR 改革，
以此引导贷款实际利率不断下行，积
极引导银行体系适当让利给实体经
济 ，让 “稳经济 ”和 “稳金融 ”实现共
赢。

在回应资本市场改革是否会放
缓时 ，李超说 ，创业板改革的相关工
作正在有序推进，将重点抓好注册制
这条主线，已经公布的资本市场改革
12 项重点工作也将持续加大推进力
度。

未来银行业保险业如何持续高
质量发展？ 周亮表示，将持续加大不
良贷款处置力度 、 压降高风险业务
等。 同时在深化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
信用社的改革、推动规范银行保险机
构股权管理、支持银行保险机构多渠
道补充资本等方面发力。

对于外汇市场的稳定发展，国家
外汇局副局长宣昌能表示，将加快推
进各项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落
地见效，持续优化外汇营商环境。 同
时，进一步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
微观监管 ”两位一体管理框架 ，防范
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维护国家经济金
融安全。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3 月 22 日电)

疫情之“危”
凸显数字经济之“机”

� � �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
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在显现 。
如何做好疫情防控并在此基础上
协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成为全
球治理面临的新课题。 中国基于
5G 技术和数字经济的抗疫实践，
不仅为全球抗疫提供了行之有效
的宝贵经验， 也展现了经济发展
和社会治理线上模式所蕴含的巨
大潜力。

新基建：数字高速，为抗
疫保驾护航

疫情中， 中国在线流量激增，
凸显近年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
就。 在修建武汉火神山和雷神山
医院时，上亿中国网民成为“云监
工”， 通过 5G 网络实时观看施工
直播， 不仅鼓舞全国抗疫士气，更
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的巨大成就。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在
救治新冠肺炎危重患者过程中，
各地专家通过 5G 技术和远程 CT
扫描等实现异地会诊， 为抗击疫
情提供助力。

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不仅能
通过不断完善的通信网络获得出
行信息、 提供未行经疫区证明，更
可以实现原本只能在线下完成的
业务。 通过 5G 网络和云视讯系
统，青岛完成 12 个重点项目“网上
签约”；通过“云招商”“云服务”，上
海浦东新区已推动 20 多个重点项
目加快落地。

最近一段时间，尽管某些国家
极力阻挠，但西方多国先后宣布允
许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他们看
重的是中国 5G 技术的领先地位，
不愿错失数字新基建的广阔前景。

新商业：数字云端，助企
业化危为机

疫情中， 不少企业停工停产，
但线上业务却迸发出活力。 近年
来中国数字经济迅猛发展， 电商
和基于电商的新零售已成规模 ，
为不少中小企业平稳度过疫情创
造条件。 一家美妆品牌关闭武汉
所有门店， 发动员工在阿里巴巴
旗下购物平台直播， 销量却同比

增长 200%。 暂时停业的传统餐饮企
业与新零售门店“共享员工”，灵活用
工体现了中国企业线下线上强大的
整合能力和效率。

不仅电商在疫情期间充满活力，
远程办公、视频会议、在线教育等“云
办公”“云上课”模式更成为数字经济
的新亮点。 比如，办公软件“钉钉”疫
情期间所支持的流量在峰值状态达
到平时日常流量的近百倍。 海量需
求得以在线满足，充分显示了数字经
济强大的动员和管理能力。

随着疫情全球扩散，苹果、谷歌、
脸书等高科技及社交媒体企业均要
求员工居家办公。 数字经济应用不
仅有力辅助中国和世界抗疫，其显现
的价值也必将延续到疫情之后的全
球经济生活中。

新城市：数字中枢，赋能现
代化治理

疫情中，中国城市数字化管理水
平得到提高，大数据赋能不断提升效
率。 为解决复工复产中的实际问题，
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创造性地提出
了“健康码”概念，把个人健康、出行
情况和高风险地区信息结合起来，实
现个体和城市的数据化，让疫情风险
管控有“码”可依，并根据发展动态实
时更新，不仅提高效率，更能实现“精
准抗疫”。

“健康码”只是数字经济下城市
智能化管理的一个缩影。 此次疫情
中，中国城市管理有了新突破，用“大
数据+网格化”的方式强化细节防疫，
让普通居民迅速了解疫情变化，更让
社区数据能够迅速上报，最大限度解
决智能城市中信息不对称的短板，提
升对疫情精准判断和科学决策。

更重要的是，中国抗疫实践充分
体现了政府与高科技企业在数字经
济背景下的融合合作。 企业积累的
用户数据、实践中的成熟方案成为城
市管理的新模式。 对此，其他国家一
些专业人士和媒体表示，要学习中国
的抗疫经验 ，推
动数字经济快速
发展。
新华社记者 宿亮

（新华社北
京 3 月 22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