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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视点

国务院国资委：

加快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据国务院国资委消息，国务院国资

委党委日前召开扩大会议，提出要加快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支持

中央企业牵头建立更多的创新联合体，

加大重点技术布局和全链条融合创新

力度，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化

全链条融合发展。

国务院国资委强调，国资央企要紧

紧围绕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实

现高质量发展，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更

加突出位置，积极锻长板、补短板、强基

础，勇做科技创新的排头兵，加快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

国务院国资委明确，要加快推进企

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聚焦“由谁

来创新”“动力在哪里”“成果如何用”等

加大对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促进创新

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助力

提升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

（王希）

自然资源部：

稳妥有序

落实耕地进出平衡

自然资源部近日印发《关于在经济

发展用地要素保障工作中严守底线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更好地

统筹发展与安全，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节约集约

用地制度，坚决防止资源要素保障工作

中发生违法违规占用耕地、用地粗放浪

费、破坏生态和人居环境、侵害群众合

法权益等问题。

《通知》指出，稳妥有序落实耕地进

出平衡。 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园地、

草地等其他农用地，农业结构调整等确

需转变耕地用途的，严格落实年度耕地

进出平衡。 各地要综合考虑坡度、光热

水土条件、 农业生产配套设施情况、现

状种植作物生长周期和市场经济状况、

农民意愿、经济成本等因素，系统谋划

农业结构调整、进出平衡的空间布局和

时序安排，有计划、有节奏、分类别、分

区域逐步推动耕地调入。 （孔德晨）

国铁集团：

扎实抓好防洪防汛

筑牢行车安全屏障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简

称国铁集团）消息，入汛以来，国铁集团

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

在第一位，增强风险意识，树牢底线思

维，补齐短板弱项，抓细抓实防洪防汛

各项工作，筑牢行车安全屏障。

今年入汛偏早， 强对流天气多发，

多地降雨量偏多。 各铁路局集团公司深

入开展防洪风险研判和隐患排查，抓紧

抓实风险管控和隐患整治。

目前，18 个铁路局集团公司均已入

汛，长江中下游及江南等地进入降雨集

中期 。 国铁集团要求， 各部门各单位

坚持全员防洪 、 全年防洪 、 科学防洪

的防洪理念和“超前防、 主动避 、 有

效抢 ” 的工作思路 ， 确保不发生客车

撞轧坍体事故，不发生因水害造成的旅

客死亡事故，不发生较大及以上客车水

害行车事故。 （王连香）

逆周期调节力度将加大

货币政策支持稳增长已率先发

力。 6 月 13 日，人民银行下调 7 天期逆

回购利率和 SLF（常备借贷便利）利率

10 个基点，15 日下调 1 年期 MLF （中

期借贷便利）利率 10 个基点，通过“降

息”稳定经济预期和提振市场信心，托

底稳增长。

由于 MLF 操作利率对 LPR（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 发挥着关键指引作用，

业内人士认为， 随着 MLF 利率下调，将

于 6月 20日公布的 LPR有望接续下调。

为加大稳增长支持力度， 后续货

币政策在贷款利率、 降准等方面有望

持续发力，年内二次降准可期。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表

示，5 月末 M2 同比增长 11.6%， 较上

月降低 0.8 个百分点。 为保持 M2 增长

大致平稳， 下半年有必要进一步降准

0.25 至 0.5 个百分点。

“目前看，降准对‘稳增长’具有积

极作用，未来仍具有一定空间，可结合

经济复苏情况和实体经济所需合理施

策。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说，

降准可以释放长期资金， 不仅有助于

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而且使银行

拥有充足的资金配置专项债券来配合

财政政策发力。

财政政策发力扩内需

货币政策持续发力的同时， 财政

政策支持稳增长的力度将加大， 以发

挥其在促投资、扩消费方面的作用。

一方面， 为带动扩大有效投资，专

项债发行节奏将加快。 光大证券首席宏

观经济学家高瑞东表示，随着财政部将

今年剩余地方债额度下达至各省市，新

增专项债发行有望边际提速，并在三季

度基本发完，后续政策将侧重支持专项

债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提升资金使用

效益，以更好发挥稳增长功效。

另一方面， 追加政策性开发性金

融工具额度也是可选项。 去年下半年

以来， 两批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合

计已投放 7400 亿元， 有力补充了一批

基础设施等领域重大项目的资本金。

“考虑到去年该工具对于各地基

础设施建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

用，建议今年继续实施，且保持较高规

模。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

明表示。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院

院长罗志恒认为， 政策性开发性金融

工具可在专项债资金使用完、 基建投

资后继乏力时予以接续。

此外， 财政政策可在促进居民消

费潜力释放方面出台相关举措。 罗志

恒建议，通过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地区、

按比例的方式发放消费券。 这样既能

减轻地方政府负担， 又能调动其积极

性，提振居民消费。

加大对产业政策支持力度

产业政策在做强做优实体经济、

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 更加

受到市场期待。

6 月 16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了《加大力度支持科技型企

业融资行动方案》，会议强调，把支持

初创期科技型企业作为重中之重。

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 首席经济

学家陈雳表示， 科技型企业通常具有

成长潜力高、 创新能力强和技术先进

等特点， 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竞争

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提供合适

的融资支持对其发展至关重要。

产业政策在房地产领域发力备受

关注。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

表示， 本轮稳增长政策的一个重点将

是尽快推动房地产行业实现软着陆 ，

缓解房地产下滑在投资和消费两大领

域对宏观经济的拖累， 有效解除重大

经济金融风险。

“可积极实施差别化房贷政策，持

续引导居民房贷利率下行； 可适度放

宽限贷限购、 加大公积金购房支持力

度，推动楼市实现趋势性企稳回暖。 ”

王青说。

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表

示 ， 后续可能出台的房地产相关政

策， 预计会呈现数量多、 能级高、 影

响大三个特点， 其中激活合理住房需

求以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两个主要

的内容。

（中证）

稳增长吹响“冲锋号”

一揽子政策措施将加快出台

为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一揽子政策措施将加快出台的信号释放。 专家表示，后续相

关部门将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各类财政、金融、产业等政策工具料加速出台、抓紧实施，最

大限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信心活力，着力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助力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权威发布

乳山市是山东省三大

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基

地之一，依托区位和港口优

势，近年来该市聚力发展海

上风电产业， 布局涵盖海

缆、塔筒及单桩、轴承、整机

等海上风电产业链。 如今，

海上风电产业已成为当地

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

势主导产业。 图为 6 月 21

日，工作人员在风机轮毂前

作业。

郭绪雷 摄

山东乳山：

聚力发展

海上风电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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