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惠民：风电装备产业为县域经济注入新活力

近年来，山东省滨州

市惠民县在优化产业结

构过程中，紧抓新能源发

展机遇，大力发展风电装

备制造产业，围绕“整机

+ 配套”思路，打造风电

全链条产业集群，为当地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活

力。 图为 7 月 30 日拍摄

的惠民县风电装备产业

基地的一处精工车间。

范长国 摄

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决定》（下称《决定》），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方面，提出多项前瞻

性、系统性举措。

业内人士表示，下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将围绕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深化金

融监管体制等重点领域展开，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注入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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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视点

为金融强国建设注入动力

多领域改革深入推进

权威发布

国家能源局：

上半年能源消费

总体保持稳定增长

7 月 31 日，国家能源局召开三季度例行新

闻发布会， 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董万

成在会上表示， 今年以来， 我国能源消费持续

增长，供应能力稳步提升，能源供需平衡。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能源消费总体保

持稳定增长。全社会用电量约 4.7 万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8.1%，第一、二、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分

别增长 8.8%、6.9%、11.7%。 工业是拉动用能增

长的主力， 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7%。 煤炭、汽油、柴油消费量小幅增长，天然

气、煤油消费量较快增长。

董万成表示，能源在供应方面整体充足，价

格总体稳定。 煤炭日均产量保持在 1200 万吨以

上，煤炭进口 2.5 亿吨，在去年高基数基础上同

比增长 12.5%。 原油产量同比增长 1.9%，原油

进口约 2.8 亿吨，同比有所下降。天然气产量同

比增长 6.0%，进口约 892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4.3%。 水电出力在去年低基数基础上加快恢

复，6 月份发电量同比增长 44.5%。 （王绍绍）

自然资源部：

上半年海洋

生产总值 4.9 万亿元

上半年海洋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据自然资

源部消息， 经初步核算， 上半年海洋生产总值

4.9 万亿元，同比增长 5.6%，高于国内生产总值

增速 0.6 个百分点。

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全国

批准用海面积同比增长 16.9%， 项目涉及投资

额超 5000 亿元。 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

别增长 5.6%、10.5%， 分别高于全国同期 3.7、

4.5 个百分点。“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关键

技术获评 2024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海

上 风 电 发 电 量 516.9 亿 千 瓦 时 ， 同 比 增 长

26.4%。 国内海洋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超 4%，

广东首支海洋牧场产业基金正式揭牌， 基金总

规模 50 亿元。

上述负责人表示， 上半年海水淡化工程稳

步推进 ， 山东无棣 5 万吨 / 日 、 浙江六横

500 吨 / 日的海水淡化项目建成投产。 海洋工

程装备制造业复苏态势明显， 我国新承接海工

订 单 金 额 、 手 持 订 单 金 额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05.0%、11.6%。 （王绍绍）

财政部：

不断加强财政宏观调控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7 月 31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推动

高质量发展”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财政部副

部长王东伟表示， 近年来， 财政部聚焦推动高

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 持续优化财政政策供

给， 加强战略任务资金保障， 强化财税制度支

撑， 深化国际财金合作， 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

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一是加强和改进财政宏观调控， 连续实施

积极的财政政策，组合运用赤字、专项债券、财

政补助、贴息、税收等多种政策工具，促进经济

持续回升向好。

二是注重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

生财力保障，加大对科技、教育、农业农村、生

态保护等重点领域的投入，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成色更足更浓。

三是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 持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努力为高质量发

展注入动力活力。

四是坚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

开放。 （王震）

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持续完善

锚定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加

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决定》对

金融体制改革作出多项重要部署。

其中，“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

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被列在深化

金融体制改革任务首位。

围绕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

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

工作的副主任王江日前撰文指出，

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

体系，着力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

境。 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社会融

资规模、货币供应量与名义经济增

速基本匹配，更加注重做好跨周期

和逆周期调节。

业内人士认为 ，《决定》 重申

“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意味着

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将进一步

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此前透

露，未来可考虑明确以央行的某个

短期操作利率为主要政策利率。 目

前，7 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已基本

承担该功能。

“中央银行既是开展宏观金融

管理的政府部门， 也是金融市场中

的参与主体， 在金融体制改革中将

发挥关键作用。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

学家明明表示， 货币政策调控框架

将逐步完善， 淡化总量目标的同时

逐步强化利率调控作用， 完善利率

走廊框架，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

善利率由短端向长端的传导机制。

近期， 央行货币政策调控方式

已经有所变化， 包括创设临时隔夜

正、逆回购操作以及宣布公开市场 7

天期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

量招标方式，以强化其政策属性。 与

此同时，引导公开市场操作利率、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中期借贷

便利（MLF）利率接连下降，有利于

加大金融支持实体力度。

下一步，LPR 改革也将持续完

善。 潘功胜表示，将持续改革完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 针对部分报价利

率显著偏离实际最优惠客户利率的

问题，着重提高 LPR 报价质量，更真

实反映贷款市场利率水平。

进一步扎紧金融监管“藩篱”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是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的重点内容之一。 围绕

金融领域，《决定》提出，制定金融

法。 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依法将所

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强化监管责

任和问责制度，加强中央和地方监

管协同。

金融法的制定成为近期业内热

议话题。 专家表示，制定金融法旨在

通过立法手段明确金融活动的行为

准则，规范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

者权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

刚指出， 监管的核心目标是建立一

个全面、 一致且不留空白的监管体

系，确保所有相似的金融活动均受

到相同监管标准， 以此避免监管

套利和真空地带的形成，减少潜在

风险。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

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强调，

“落实好防范化解房地产、 地方政

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

风险的各项举措”。 今年以来，金融

管理部门已经作出相关工作安排。

例如， 近期， 人民银行推出保

障性住房再贷款等工具，调整优化

住房信贷政策；在防范化解中小金

融机构风险方面，相关部门有序推

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加快村镇银行

结构性重组，引导中小金融机构稳

健发展。

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

《决定》提出，“推动金融高水

平开放，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

化，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 ”与此同

时，《决定》也提出，“完善准入前国

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支持

符合条件的外资机构参与金融业

务试点”。

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连

平认为，推动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

覆盖多个层面，应深化外汇领域改

革开放， 稳步扩大金融市场制度

型开放 。 还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

监管改革，推动和引领绿色金融 、

数 字 金 融 等 新 兴 领 域 国 际 规 则

标准的制定 。

日前，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

汇管理局修订《境外机构投资者境

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

这标志着我国稳步扩大金融领域

制度型开放又迈出坚实一步。

“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是我国

金融市场开放的一项重要制度安

排。 进一步简化相关管理要求，有

利于增进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

信心，未来吸引更多长期资本。 ”招

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当前， 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已得

到各国投资者认可， 中国国债、政

策性金融债被纳入富时罗素、彭博

等全球指数并不断提高纳入比例。

截至 6 月末，境外机构在中国债券

市场的托管余额 4.35 万亿元，占中

国 债 券 市 场 托 管 余 额 的 比 重 为

2.6% 。 环 球 银 行 金 融 电 信 协 会

（SWIFT）数据显示，人民币连续第

8 个月保持全球第四大最活跃货币

的位置。 （向家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