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年嚴防金融風險抑炒樓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閉幕 促財政政策更積極有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為期三天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昨

日在北京閉幕，對明年經濟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會議公報表示，2017年中

國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並提出明年改革的十項重點任務。會議還近年來首次提出要重點防控

金融風險和資產泡沫，下決心處置一批風險點，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

險；並第一次明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樓市定位，要求

宏觀上管住貨幣，嚴格限制信貸流向投資投機性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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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
席習近平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分析當

前國內國際經濟形勢，總結2016年經濟工
作，闡明經濟工作指導思想，部署2017年經
濟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在講話中闡述了明年宏觀經濟政策取
向，對明年經濟工作作出具體部署，並作總
結講話。

增強匯率彈性並保持基本穩定
會議指出，2017年是實施「十三五」規劃
的重要一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
年。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以推進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全面做好穩增
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各項
工作，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
定，以優異成績迎接中共十九大召開。
穩中求進是明年經濟工作總基調。會議公
報表示，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治國理政的
重要原則，也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明

年貫徹好這個總基調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穩是主基調，穩是大局，在穩的前提下要在
關鍵領域有所進取。
對於明年宏觀政策，會議表示，財政政策
要更加積極有效，預算安排要適應推進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降低企業稅費負擔、保障民
生兜底的需要。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中性，
適應貨幣供應方式新變化，調節好貨幣閘
門，維護流動性基本穩定。同時，要在增強
匯率彈性的同時，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
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會議公報用大篇幅對防控金融風險作出部

署，為近年來首次。會議表示，要把防控金
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決心處置一
批風險點，着力防控資產泡沫，提高和改進
監管能力，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

首提「房子用來住 不是用來炒」
會議同時特別強調，要防控樓市風險，首
次明確提出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

用來炒的」的定位，綜合運用金融、土地、
財稅、投資、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
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
機制，既要抑制房地產泡沫，又要防止出現
大起大落。
會議表示，要在宏觀上管住貨幣，微觀信
貸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購房，嚴格限制信貸
流向投資投機性購房。此外，對樓市調控，
落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房價上漲壓力大的
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應，提高住宅用地比
例，盤活城市閒置和低效用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今
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明年改革的十項
重點任務，加強推進財稅、金融、土地、城
鎮化、社會保障、生態文明等基礎性重大改
革的落實。其中特別強調，要加強產權保護
制度建設，堅持有錯必糾，甄別糾正一批侵
害企業產權的錯案冤案。

糾正一批侵害企業產權錯案
在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開幕前不久，中央
印發了《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
的意見》，這份被稱為內地完善產權保護制度
的綱領性文件中就提出，「中央下定決心要抓
緊甄別糾正一批社會反映強烈的產權糾紛申訴

案件，剖析一批侵害產權的案例。」
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再次重申，要加

強產權保護制度建設，抓緊編纂民法典，加
強對各種所有制組織和自然人財產權的保
護；堅持有錯必糾，甄別糾正一批侵害企業
產權的錯案冤案；保護企業家精神，支持企
業家專心創新創業。

七領域混改要邁出實質步伐
有分析指出，加強產權保護，增強民眾財

富安全感，事關經濟社會轉型成敗的關鍵。
而這一輪的產權保護，必然伴隨着一批錯案
冤案的平反，而且中央下定決心全力推進，
明年將會有所突破。

對於明年改革，除了加強產權保護外，會
議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在電力、石油、
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軍工等領域邁
出實質性步伐。
會議還提出，明年穩妥推進財稅和金融體

制改革，落實推動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
出責任劃分改革，加快制定中央和地方收入
劃分總體方案，抓緊提出健全地方稅體系方
案。
對於醞釀中的金融監管制度改革，會議公
報表示，要深入研究並積極穩妥推進金融監
管體制改革，深化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改
革，完善國有商業銀行治理結構，有序推動
民營銀行發展。

中國仍處在全面崛起時代
面對國際環境和

世界發展大勢，本
世紀初，中共中央
全面分析中國國
情、準確判斷發展

階段，高瞻遠矚地作出戰略判斷：
21世紀頭20年，是中國必須緊緊
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
機遇期。中國要在本世紀頭20年
裡，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
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為
此，中國提出在優化結構和提高效
益的基礎上，國內生產總值到
2020年力爭比2000年翻兩番，綜
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即
在20年的時間跨度裡，使GDP年
均增長達到7.2%左右。

後來十幾年的實踐證明，中國
不僅有底氣提出這一目標，更有
能力提前實現這一目標。

在2000年—2015年期間，中國
GDP 年均增長率的預期目標為
7.2%，實際結果為9.6%，超過了
預期目標。按可比價格計算，
2015 年 GDP 相當於 2000 年的
3.955倍，已經接近GDP翻兩番
目標。2016年前三季度GDP同比
增長6.7%，是2000年以來經濟增
長率最低的年份，2016年中國預
期 GDP（按 6.7%增速）相當於
2000年的4.22倍，提前4年實現

GDP翻兩番的目標。
這表明，中國抓住了難得的重要

戰略機遇期，加快發展，經濟實力
再上大台階，在新的國際競爭格局
中佔據了更為主動的地位，也走進
了世界經濟舞台中心。

首先，為確保實現第一個百年
目標奠定經濟基礎。較快的經濟
增長，切實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的經濟基礎。

其次，中國經濟實力在世界上
了大台階。按匯率法計算，中國
GDP佔世界總量比重從4.02%上
升至2016年的15%以上，提高了
11個百分點以上。

再次，中國經濟實力是提高綜
合國力、科技實力、軍事實力、
國際影響力的重要條件。中國充
分利用了21世紀頭十幾年的戰略
機遇期，使自己不僅仍處在經濟
起飛的重要階段，而且仍處在迅
速全面崛起的時代。

今後中國只要保持中高速增
長，不僅將如期實現「第一個百
年目標」，而且還將創造更長的
戰略機遇期，為實現「第二個百
年目標」奠定更堅實的基礎。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 胡鞍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與去年首次提出「要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相比，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金融風
險的預警明顯升級，把防範金融風險列為
明年經濟工作的重要甚至首要任務，還是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第一次。
中央提出明年要下決心處置一批風險點，
目前股匯債市風險交錯、輪番波動，要平
穩拆彈不易。
2015年A股股災後，中央首提防範化解
金融風險，但今年以來股、匯、債市危機
輪動，股市、債市槓桿風險明顯攀升，金

融機構不良貸款率連升七季。中央提出
「三去一補」的供給側改革，在執行過程
中卻出現了政府、企業、居民槓桿率全面
飆升、一二線城市房地產大泡沫、煤價大
漲等局面。

專家：降槓桿率沒有捷徑
近期多位智囊提及，中國經濟過度金融

化、房地產化，不僅讓實業衰落，也拉大了
社會貧富差距。從前三個季度的GDP分項貢
獻看，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金融所創
造的GDP要佔8.8%，這一水平明顯高於日

本、美國和英國。
此次中央提出，下決心處置一批風險點，
着力防控資產泡沫，提高和改進監管能力，
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但要平穩拆卸
金融風險的爆炸點卻不容易。
社科院學部委員李揚指出，降低槓桿率沒
有捷徑，只有「分母對策」，只有穩定經濟
的增長率，控制債務，讓債務的利率逐漸被
稀釋，這是一個長期過程。然而在經濟下行
期，降槓桿率本身可能會是一個使經濟萎縮
的政策，當局在允許經濟下滑還是降低槓桿
率之間必須作出選擇，而現在世界各國無一
例外都在選擇繼續加槓桿。中國在發達國家
都在加槓桿的背景下提出降低槓桿率，面臨
着更艱巨的難題。

金融風險預警升級 平穩拆彈不易

加強財產權保護 增民眾安全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昨
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明年供給側結
構性改革作出部署。會議認為，當前中國經
濟面臨的矛盾和問題，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
衡，導致經濟循環不暢，必須從供給側、結
構性改革上想辦法，實現供求關係新的動態
均衡。會議還特別強調，明年要加強引進外
資工作，發揮外資企業對促進實體經濟發展
的重要作用。
會議公報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
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
量，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
對於明年的供給側改革，會議表示，要深
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方面，繼
續推動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防止

已經化解的過剩產能死灰復燃；去庫存方
面，因城因地施策，重點解決三四線城市房
地產庫存過多問題，提高三四線城市和特大
城市間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提高三四線城市
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水平；去槓桿方面，
把降低企業槓桿率作為重中之重，支持企業
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加大股權融資力
度；另外，要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
上加大工作力度。

推進農業供給側改革
會議表示，明年將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積極穩妥改革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
制和收儲制度，統籌推進農村土地徵收、集體經
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

會議表示，要着力振興實體經濟。要堅持
以提高質量和核心競爭力為中心，堅持創新
驅動發展，擴大高質量產品和服務供給。
會議公報特別強調，要建設法治化的市場
營商環境，加強引進外資工作，更好發揮外
資企業對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另
外，還在市場准入、要素配置等方面創造條
件，使中小微企業更好參與市場公平競爭。

加大引進外資 支持實體經濟

��

明年改革十項重點任務
■深化國企國資改革，加快推動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改革試點。

■混合所有制改革在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軍工等
領域邁出實質性步伐。

■加強產權保護制度建設，抓緊編纂民法典，甄別糾正一批侵害企業產
權的錯案冤案。

■保護企業家精神，支持企業家專心創新創業。

■加快制定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總體方案，抓緊提出健全地方稅體系方案。

■深入研究並積極穩妥推進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深化多層次資本市場體
系改革。

■推動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加快出台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案。

■有重點地推動對外開放，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發揮好政策性、開
發性、商業性金融作用。

■完善跨部門的統籌機制，加強對財稅、金融、土地、城鎮化、社會保
障、生態文明等基礎性重大改革的推進。

■抓好重大改革頂層設計，也要充分調動地方和基層推動改革的積極性
和主動性。

明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點
■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繼續推動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
能，解決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過多問題，降低企業槓桿率，降低各類
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動精準扶貧。

■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改革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
收儲制度，推進農村土地徵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
改革試點，推動藏糧於地、藏糧於技戰略加快落地。

■着力振興實體經濟，開展質量提升行動，培育更多「百年老店」，實
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法治化的市場營商環境。

■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既抑制房地產泡沫，又防止出現大起
大落；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促進農民工市民化。

記者 海巖 整理

記者 海巖 整理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定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定位：「：「房子是用來住房子是用來住
的的、、不是用來炒的不是用來炒的」。」。圖為福州正在成片開發的房地產樓盤圖為福州正在成片開發的房地產樓盤。。 中新社中新社

■■習近平在中央經習近平在中央經
濟工作會議上發表濟工作會議上發表
重要講話重要講話。。新華社新華社

■■李克強在中李克強在中
央經濟工作會央經濟工作會
議上闡述明年議上闡述明年
宏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政策
取向取向。。新華社新華社

■■明年在去產能方面明年在去產能方面，，繼續推動鋼鐵繼續推動鋼鐵、、
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