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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支持加大力度
增量政策“组合拳”持续显效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突破

400万亿元、广义货币（M2）稳中有

升、贷款利率保持历史低位……中

国人民银行10月14日发布了前三

季度的金融数据。新发布的金融

数据有何亮点？信贷资金主要流

向了哪些领域？金融政策“组合

拳”效果如何？

中国人民银行当日发布的金

融统计数据显示，9月末，我国人

民币贷款余额 253.61 万亿元，同

比增长 8.1%；M2 余额同比增长

6.8%，增速较上月有所回升；社会

融资规模存量为 402.19 万亿元，

同比增长8%。

“前三季度的数据显示，贷

款保持稳定增长，流动性合理充

裕，有助于支持经济持续回升向

好。”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

家温彬认为，当前金融总量总体

平稳，社会融资规模存量首次突

破 400 万亿元，支持实体经济有

力有效。不过，金融管理部门正

逐步淡化对金融总量指标的关

注，金融总量增长正处于“减速

提质”阶段。

分结构来看，今年以来，企业

贷款特别是企业中长期贷款新增

较多，这为稳投资提供了较为充足

的资金支持。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企（事）业

单位贷款增加13.46万亿元，是贷

款增加的主力军。其中，中长期贷

款增加9.66万亿元，占比超七成。

具体来看，信贷资金流向了哪

里？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

9 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13.88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其

中，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同比增长12%；专精特新企业贷款

余 额 4.26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5%；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2.9万

亿元，同比增长14.5%。这些贷款

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信贷结构持续优化。”招联

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近年

来，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绿

色发展、科技创新等新动能加快

形成，信贷结构也相应调整。多

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围绕实

体经济发力，引导越来越多信贷

资源流向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

薄弱环节。

此外，我国利率水平保持稳中

有降态势，有助于企业和居民降低

融资成本，减少利息负担。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

9月份，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约为3.32%，比上月低约2个基点，

比上年同期低约 78个基点；新发

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63%，比上年同期低约 21 个基

点，均处于历史低位。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出现

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社会预期偏

弱，短期内有效融资需求不足。对

此，金融管理部门加大政策力度，

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注重提振信

心。

9月下旬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快

速落地了一揽子增量政策：降低存

款准备金率和政策利率、降低存量

房贷利率、创设支持股票市场稳定

发展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随着一揽子增量政策的持续

落地，社会有效需求将逐步恢复。”

温彬表示，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政

策“组合拳”超预期、强有力，抓住

了房地产、资本市场两个关键点。

目前，各主要商业银行已发布

批量调整存量房贷利率的相关公

告，明确了具体操作事宜，推动此

次调整安排稳妥落地，也让借款人

心里更有底。

近期，前期政策效果逐步显

现，房地产市场已出现积极变化：

多地楼市人气开始回暖，成交活跃

度提升；居民提前偿还房贷的现象

有所减少，房地产市场预期有所改

善。

一家国有大行深圳市分行的

工作人员透露，9月 25日以来，该

行个人按揭提前还贷日均申请量

较9月上中旬日均水平下降六成。

中国人民银行此前公布的下

半年各项重点工作明确提出，继续

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金融

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把着力点

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也

曾表示，将引导金融机构科学评估

风险，约束对产能过剩行业的融资

供给，更有针对性地满足合理的消

费融资需求。同时，要发挥政策合

力，推动供需匹配。

“有效落实存量政策，加力推

出增量政策”——9月26日召开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明确部

署，彰显党中央全力提振经济的信

心决心。

记者了解到，下阶段，中国人

民银行将进一步实施好稳健的货

币政策，密切观察前期政策效果，

加快推动政策生效。货币政策还

有充足空间和储备，将继续做好逆

周期调节。

董希淼表示，在新旧动能转换

加快的大背景下，未来提振内需，

尤其是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货币

政策也会和其他宏观政策共同发

力，为激活经济内生动力和活力营

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来源：新华社） 2024年“中华文化大乐园
——韩国釜山营”开幕

14日，2024年“中华文化大乐

园——韩国釜山营”在韩国釜山

开幕，吸引了当地200余名青少年

学生参与。

开营仪式上，中国驻釜山总

领馆副总领事于瓅斐表示，中韩

两国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尤

其是青少年之间的互动，有助于

增进友谊和理解。他鼓励学生积

极参与此次活动，深入了解中华

文化，成为中韩文化交流的推动

者。他还代表中国驻釜山总领馆

对“中华文化大乐园——釜山营”

开营表示热烈祝贺，并感谢各方

对活动的支持。

釜山华侨中小学校长张秀兰

提到，学校已传承中华文化70年，

特别感谢重庆教师带来丰富的文

化课程。她希望同学们能深入感

受中华文化之美，同时通过与重庆

教师的交流，拓宽国际视野，期待

这次活动能为同学们留下珍贵的

回忆，并预祝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重庆海外联谊会副会长王林

指出，“中华文化大乐园”作为弘

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交流的重

要平台，深受海外华校欢迎。此

次活动将推动重庆与釜山的合

作，增进中韩两国民众的相互理

解。他希望师生们积极学习和传

承中华优秀文化，成为中韩文化

交流的使者。随后，他向釜山华

侨中小学学生代表授旗，活动正

式启动。

来自重庆的中华文化大乐园

教师团为开幕式带来了中国民

歌、传统武术、民族舞蹈、诗歌朗

诵、民族乐器等一系列精彩演出，

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赢

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华文教

育发展中心主办，重庆海外联谊

会和釜山华侨中小学联合承办，

并得到了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的

大力支持。在未来两周时间里，

来自重庆的12名中华文化教师将

为当地青少年带来丰富多彩的课

程内容，涵盖中华文化、传统武

术、民族舞蹈、民乐演奏、书法、剪

纸、版画等，以期进一步推动重庆

与釜山在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

的交流与合作，增进彼此的了解

与友谊。

（来源：中新网）

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规范
公开征求意见

为规范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

营，国家数据局日前公布《公共数

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规范（试

行）》（公开征求意见稿），并于 10

月 12 日至 11 月 11 日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

“授权运营作为一种新的公共

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方式，近年来一

些地区和部门先行先试、积极探索，

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整体授权、分

领域授权、依场景授权等多种模式，

各有特点。”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

表示，与此同时，公共数据资源授权

运营也面临着规则程序不够明确、

职责边界不够清晰、运营情况不够

透明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把握不

好，会影响公平竞争。

近日公开发布的《中共中央办

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公共

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提出，

加强资源管理，规范公共数据授权

运营。据悉，此次公布的征求意见

稿是其配套政策之一。

征求意见稿明确，授权运营是

指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国家行业主管部门持有的公共数

据资源，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要

求，授权符合条件的运营机构进行

治理、开发，并面向市场公平提供

数据产品和技术服务的活动。

其中，实施机构是指由县级以

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或国家行业

主管部门结合授权模式确定的、具

体负责组织开展授权运营活动的

单位。运营机构是指按照规范程

序获得授权，对授权范围内的公共

数据资源进行开发运营的法人组

织。

征求意见稿提出，县级以上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国家行业主管部

门可将依法持有的公共数据资源，

在不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不

侵犯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个人信

息权益的前提下，纳入授权运营范

围。以政务数据共享方式获得的

其他地区或部门的公共数据，用于

授权运营的，应征得共享数据提供

单位同意。

同时，开展授权运营活动，不

得滥用行政权力或市场支配地位

排除、限制竞争，不得利用数据和

算法、技术、资本优势等从事垄断

行为。运营机构应依法依规在授

权范围内开展业务，不得直接或间

接参与授权范围内已交付的公共

数据产品和服务再开发。鼓励其

他经营主体对运营机构交付的公

共数据产品和服务再开发，融合多

源数据，提升数据产品和服务价

值，繁荣数据产业发展生态。

“总体上看，我国公共数据授

权运营工作处于起步阶段。”据国

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司长张望介

绍，这些年来，北京、上海、福建、

江苏、浙江、海南、贵州等地，以及

气象、电力等部门单位都开展了积

极探索。安徽、海南、成都、青岛

等地方制定出台了授权运营的专

项制度或者专项政策，全国已经有

数十个省（市）上线了运营平台或

者运营专区。

张望表示，公共数据资源掌握

在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手

中，推动共享开放，开展授权运营，

有利于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来源：科技日报）

多国专家学者建言
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0 月 14日下午，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研讨会在陕西西安举

行，多国智库学者就如何在当前

形势下加强政策沟通，深化国际

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建言献策。

11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发展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国

际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

作平台。与会嘉宾认为，当前世

界格局正处在深刻变革之中，“一

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激活共建国

家经济发展潜能，培育合作新增

长点，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美国千年计划智库南亚前瞻

网络高级研究员兼执行董事阿桑

加·阿贝亚古纳塞克拉长期致力

于研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斯

里兰卡和周边国家带来的影响。

他表示，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的八项行动为斯里兰卡

提供了有效借鉴，期待共建国家

继续致力于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建

设，在贸易合作、人文交流、创新

改革等方面取得新成果。

当前，中国积极培育发展新

质生产力，助力“一带一路”共建

国家推动现代化进程，“绿色”“数

字”成为共建国家创新发展的关

键词。

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

心理事长许庆琦表示，中国不仅

帮助共建国家加强“硬联通”，推

动全球移动网络快速升级，也与

共建国家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

计算等领域加强合作，共同构建

互信共治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

“同时，中国的影视、游戏、音乐、

文学正在传递到世界各国，开辟

文化交流新途径。”许庆琦说。

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王凯表示，作为古丝绸之路的

东方起点，西安紧抓跨境电商、海

外仓等国际贸易新业态发展契机，

积极推广“中欧班列+跨境电商”联

动发展新模式，数字丝绸之路正在

为“一带一路”倡议拓展发展空间。

“历史文明传承与互鉴是永

恒的话题。”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

当代史中心主任米尔佐希德·拉

西莫夫说。与会嘉宾表示，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拥有多元文化背

景与社会资源，期待未来深入进

行民间交往，取长补短，让人类文

明更加丰富多彩。

本次研讨会为“一带一路”国

际智库合作论坛暨第二届丝绸之

路（西安）国际传播大会的系列活

动之一。

（来源：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