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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小銀行定向降準放水4000億

習近平參加首都義務植樹活動
強調以實際行動促進經社發展和生產生活秩序加快恢復

央行副行長：絕不讓市場「錢荒」 24省出台45份穩外資文件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3日上午在參加首都義務植樹活動時強調，

在全國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復工復產不斷推進的時刻，我

們一起參加義務植樹，既是以實際行動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生

產生活秩序加快恢復，又是倡導尊重自然、愛護自然的生態文

明理念，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要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

山銀山的理念，加強生態保護和修復，擴大城鄉綠色空間，為

人民群眾植樹造林，努力打造青山常在、綠水長流、空氣常新

的美麗中國。

天朗氣清，春意盎然，又到了植樹造林
的大好時節。上午10時30分許，黨和

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汪
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王岐山等集體
乘車，來到位於北京市大興區舊宮鎮的植樹
點，同首都群眾一起參加義務植樹活動。
這是一片面積約320畝的開闊地，原為小
型服裝企業聚集的工業大院。近年來，經過
拆遷騰退和環境整治，這裡正在規劃構建以
植物造景為主的城市森林公園，以滿足群眾
遊憩、休閒、健身和文化需求。
習近平一下車，就拿起鐵鍬走向植樹地
點。正在這裡植樹的幹部群眾看到總書記來

了，紛紛向總書記熱情問好。習近平向大家
揮手致意，隨後同北京市、國家林業和草原
局負責同志以及首都幹部群眾一起忙碌起
來。

持之以恒開展國土綠化
揮鍬鏟土、培土圍堰、提水澆灌……習近

平接連種下油松、國槐、杏梅、元寶楓、西
府海棠、金銀木、紅瑞木。在和煦的春風
中，挺拔的樹苗錯落有致，鮮艷的花朵迎風
招展，初綻的枝葉格外清新。植樹現場一片
繁忙景象。參加勞動的領導同志同大家一起
培土澆水，氣氛熱烈。

植樹期間，習近平同在場的幹部群眾親切
交談。他說，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植樹造林的
優良習慣。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們鍥而不捨
開展植樹造林，取得顯著成績。特別是黨的
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
體」總體佈局，愛綠、植綠、護綠不僅成為
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一致共識和自覺行動，
而且正在世界上產生積極廣泛影響。我們堅
持全國動員、全民動手、全社會共同參與，
發揮集中力量幹大事的制度優勢，深入開展
大規模國土綠化行動，實現了森林資源連續
增長，沙化荒漠化土地面積連續減少，為應
對氣候變化、推動全球生態治理作出了重要

貢獻。
習近平指出，社會主義是人民群眾做主

人，良好生態環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
要體現，是人民群眾的共有財富。要堅持以
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持之以恒開展國土
綠化，因地制宜，科學規劃，不刻意追求奇
花異草、名貴樹木，真正做到為人民種樹，
為群眾造福。

加快復工復產做好日常防範
習近平強調，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生態環

境要有保證。開展全民義務植樹是推進國土
綠化的有效途徑，是傳播生態文明理念的重

要載體。植樹造林、保護森林，是每一位適
齡公民應盡的法定義務。要堅持各級領導幹
部帶頭、全社會人人動手，鼓勵和引導大家
從自己做起、從現在做起，一起來為祖國大
地綠起來、美起來盡一份力量。
習近平對參加植樹的社區工作人員說，社

區這次防疫工作功勞很大，接下來任務還很
繁重。現在加快復工復產，但仍要堅持外防
輸入、內防反彈，日常防範傳播等是社區的
主要任務，要確保社區居民生命安全和身體
健康。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

記、國務委員等參加植樹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新冠疫情衝擊下，全球掀起貨幣寬
鬆及降息潮。
對此，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國強昨
日表示，作為利率體系的「壓艙石」，
中國存款基準利率調整要考慮物價、匯
率、老百姓感受等多種因素，充分評
估。
「我們絕不會讓市場出現『錢荒』，

當然錢也不要『變毛』，要滿足市場需
求合理充裕，實現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
速與名義GDP的增速基本匹配並且略高
一點。」他說。

調整存款利率需充分評估
劉國強還表示，要積極推進LPR（貸
款市場報價利率）改革，強化定價自律
機制，引導銀行適當向實體經濟讓利，

促進企業綜合融資成本明顯下行。
劉國強解釋，存款基準利率作為工具

使用要考慮得更多，例如要考慮物價的
情況，目前CPI是5.3%，明顯高於一年
期定期存款基準利率1.5%；還要考慮經
濟增長和內外平衡的因素，如果利率太
低，貨幣貶值壓力也會加大。
「特別是存款利率跟普通老百姓關係

更加直接，如果讓它負利率，要充分評
估，考慮老百姓的感受。所以總的來
說，就是作為工具是可以用的，但用這
個工具要進行更加充分的評估。」

銀行風險抵禦「彈藥較足」
去年8月份以來，一年期LPR已下降
26個BP，存款基本利率則四年半未調
整，導致銀行利差不斷壓縮。劉國強對
此表示，央行已通過提供低成本資金，

保持市場流動性合理充裕，以降低銀行
在金融市場的融資成本。此外，除了要
繼續將3,000億元（人民幣，下同）專
項再貸款和5,000億元專項再貸款再貼
現額度用完外，要加快推動實施新增普
惠性再貸款再貼現額度1萬億元。
此前央行壓力測試顯示，在GDP增速
小於4.1%時，多數銀行面臨資產風險。
對此，劉國強回應說，壓力測試顯示的
是極端情況，可能性小。
「有些銀行比較難過，但有能力緩解

下來。」當前銀行業整體損失吸收能力
比較強，風險抵禦的「彈藥」比較充
足。到去年末，中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
率1.86%，遠低於5%的監管標準。撥
備覆蓋率是186.08%，貸款損失準備餘
額達到4.5萬億元，應對不良率上升的
緩衝墊充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央行周五宣佈實施年內第三次降準，從4
月起對中小銀行定向降準1個百分點，釋
放長期資金 4,000 億元（人民幣，下
同），並時隔12個月首次下調超額存款準
備金利率，從0.72%降至0.35%。專家認
為，央行繼續釋放寬鬆的政策信號，引導
銀行放貸及加大支持中小企業，並推動市
場利率繼續下行，但對存款基準利率調整
繼續保持謹慎。

引導降貸款利率撐小微企
央行表示，定向降準1個百分點的金融
機構包括農村信用社、農村商業銀行、
農村合作銀行、村鎮銀行和僅在省級行
政區域內經營的城市商業銀行，於本月
15日和5月15日分兩次實施到位，每次
下調0.5個百分點。實施後，超過4,000
家的中小存款類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

降至6%。
央行稱，此次定向降準可釋放長期資

金約4,000億元，平均每家中小銀行可獲
得長期資金約1億元，有效增加中小銀行
支持實體經濟的穩定資金來源，還可降
低銀行資金成本每年約60億元，通過銀
行傳導有利於促進降低小微、民營企業
貸款實際利率，直接支持實體經濟。統
計顯示，今年以來三次降準已累積釋放
長期資金約1.75萬億元。
與此同時，央行決定自7日起將金融機構

在央行的超額準備金利率從0.72%下調至
0.35%，下降37個BP。央行稱，2008年從
0.99%下調至0.72%後，一直未做調整。此
次下調可推動銀行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更
好服務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微企業。
超額準備金是存款類金融機構在繳足

法定準備金之後，自願存放在央行的
錢，由銀行自主支配，可隨時用於清

算、提取現金等需要。央行對超額準備
金支付利息，其利率就是超額準備金利
率。

專家料未來利率繼續下行
專家表示，連續的降準和降低政策利率，

釋放貨幣寬鬆的態勢，4月將是政策密集期。
同時，下調超額準備金率，減少商業銀行在
央行存款的收益，進而激勵倒逼商業銀行放
貸。
國泰君安研究所分析師張捷預計，未來利

率體系重心會進入快速下行通道，引導公開
市場政策利率及貸款市場報價利率繼續下
行。至於存款利率，央行表態傳達兩個預
期，即「一定會降但現在還不是時候」。存
款基準利率需要下降，不然貸款利率持續降
低，利差收縮，商業銀行難以承受；但短期
CPI高企，會增加居民部門成本。而此前央
行表態，通脹將逐季度下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
商務部外資司司長宗長青昨日在就應對疫
情穩外資工作所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介
紹，98.8%的在建外資大項目已復工。商
務部同日印發了《關於應對疫情進一步改
革開放做好穩外資工作的通知》（下
稱《通知》），共提出24條舉措，進一步
擴大鼓勵外商投資範圍，引導外資更多投
向先進製造業、新興產業、高新技術、節
能環保等領域。
宗長青表示，《通知》的亮點之一在

於，「一對一」幫助外資企業解決個性化
問題，讓企業活下去、發展好。當前，中
國90%以上的外資企業都是中小微企業，
絕大多數外資企業都可以從國家支持中小
企業政策中獲益。下一步，商務部將會同
相關部門和地方，重點做好1億美元以上外
資項目服務保障工作。

中國美國商會最新調查顯示，40%的企
業將按原計劃加大對華投資，比2月份提
高了17個百分點。

近兩成外企無法享受政策
發佈會上，商務部外資司副司長朱冰介

紹，截至目前，24個省份結合本地實際，
出台了45份穩外資政策文件。
據外貿外資協調機制監測，截至上月30

日，中國8,756家重點外資企業中，66.9%
的企業產能恢復率超過70%，只有14.5%
的企業產能恢復率不足50%。不過，宗長
青指出， 應該看到當前各地政策還有短
板，仍有近兩成的企業無法享受政策。未
來，將打通政策落實「最後一公里」，確
保國家和各地近期出台的應對疫情助企紓
困政策，對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平等適
用。

香港文匯報訊 「着力壯大新增長點、
形成發展新動能。」近日，習近平總書記
在浙江考察調研，深入調研實體經濟發
展、生態保護、智慧城市建設等情況，科
學謀劃未來發展，激發全國上下大力創
新，為經濟社會發展探索出新路子。
昨日中央廣電總台發表「央視快評」指

出，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壯大新增長點、培育
發展新動能的重要指示，對指導當前形勢下
的經濟工作具有極強的針對性。隨着境外疫
情加速擴散蔓延，國際經貿活動受到嚴重影
響，我國經濟發展面臨新的挑戰。
央視快評認為，危和機總是同生並存。

近100萬億元經濟總量，韌性十足的經濟
底盤、雄厚的物質基礎，這是我們培育新
動能、釋放新活力的底氣所在。復盤這場
疫情，我們看到，疫苗、藥物、檢測試劑

等基礎科研和緊急攻關的硬核成果，已經
成為抗擊病毒的核心「武器」；大數據、
人工智能、雲計算等數字技術的應用，已
經成為疫情監測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
治、資源調配等方面的重要支撐；聚焦生
產生活場景，雲辦公、在線教育、網絡問
診、智能生產線等新模式逆勢成長，成為
傳統經濟的重要補充。我們要抓緊佈局數
字經濟、生命健康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打
造集約高效的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
央視快評最後強調，應對疫情，中國緊
緊抓住「改革」這一治本之策，在關鍵環
節和重要領域加快改革步伐，用科技創新
和制度創新「雙輪驅動」為經濟的長遠發
展打造堅實「底座」，以國家治理體系和
治理能力現代化為高水平開放、高質量發
展提供制度保障。

壯大新增長點形成發展新動能央視
快評

■昨日，習近平來到北京市大興區舊宮鎮參加首都義務植樹活動。 新華社■植樹期間，習近平同在場的幹部群眾親切交談。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