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24 日 ，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发 布 了
《2012 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
报告从贷款投向的角度反映了去年我国经
济发展的情况，显示出不少乐观信号，并
印证了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积极因
素 。 有 关 专 家 认 为 ， 信 贷 资 金 向 “ 三
农”、小微企业等国民经济薄弱环节有力
倾斜，表明当前信贷资金对经济的支持力
度正在不断增强。

去年初以来，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不
容乐观，企业经营压力较大，但从央行公
布的数据看，无论是贷款规模还是占比，
小微企业都得到了很好支持。数据显示，
2012 年小微企业贷款增加 1.64 万亿元，
占同期全部企业贷款增量的 34.6%；截至
2012 年末，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全部企
业贷款的 28.6%。这表明，商业银行的信

贷业务重点已经发生明显变化，越来越多
的小微企业享受到便捷高效的融资服务。

“三农”也是各商业银行持续发力的
重要业务领域。去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把解决好“三
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必须长
期坚持、毫不动摇。央行在年初进一步提
出，要完善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继续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等领域的信
贷支持。央行数据显示，2012 年末，农
村 贷 款 余 额 14.54 万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9.7%，全年增加 2.39 万亿元，同比多增
1489 亿元；农业贷款余额 2.73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1.6%，全年增加 3103 亿元，
同比多增 648 亿元。源源不断的信贷资金
投入，有力促进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农村发展。

在监管部门的大力引导下，银行业金
融机构积极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数据显
示，2012 年末，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余
额 5711 亿元，同比增长 46.6%，增速比

上 季 度 末 低 15.1 个 百 分 点 ， 全 年 增 加
1796 亿元，占同期房产开发贷款增量的
66.5% ， 比 前 三 季 度 占 比 高 6.3 个 百 分
点。银行业机构对保障性住房的信贷支持
力度，符合中国银监会此前提出的“贷款
增速超过 50%”的具体目标，支持了一
大批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顺利推进。

针对当前的信贷形势，央行货币政策
委员会去年四季度例会指出，要综合运用
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
融资规模平稳适度增长，同时优化金融资
源配置，有效解决信贷资金供求结构性矛
盾，着力改进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

信贷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持续增强
本报记者 王信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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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24 日讯 记者刘瑾报道：2012 年，全国
移动电话用户净增 12590.2 万户，达到 111215.5 万户。其
中，3G 用户净增 10438.0 万户，年净增用户首次突破 1 亿
户，达到 23280.3 万户。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 82.6 部/百
人，比上年末提高 9.0部/百人。

去 年 移 动 电 话 达 11.1 亿 户

本报北京 1 月 24 日讯 记者刘瑾报道：2012 年，全国
固定电话用户减少 694.5 万户，达到 27815.3 万户。其中，
城市电话用户减少 228.3 万户，达到 18893.4 万户;农村电
话用户减少 466.2 万户，达到 8921.9 万户。固定电话普及
率达到 20.7部/百人，比上年末下降 0.6部/百人。

去 年 固 话 用 户 减 少 694.5 万户

本报北京 1 月 24 日讯 记者刘瑾报道：2012 年，全国
网民数净增 0.51 亿人，达到 5.64 亿人。手机网民数净增
0.64 亿人，达到 4.20 亿人，占网民总数的 74.5%；农村网民
数净增 0.2 亿人，达到 1.56 亿人，占网民总数的 27.7%。网
络购物用户净增 0.48亿户，总规模达到 2.42亿户。

去 年 互 联 网 用 户 达 5.64 亿 人去 年 互 联 网 用 户 达 5.64 亿 人

本报北京1月24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中国煤炭工
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姜智敏今天表示，尽管受国内外经
济形势影响，去年我国煤炭产业多数指标出现下滑，但全行
业总体上仍然保持缓中趋稳的运行态势。2012 年，我国煤
炭产量为 36.6亿吨，比上年增长 4%左右，同比增速回落 4.7
个百分点；全年煤炭净进口 2.8 亿吨，同比增长 34.5%。截
至 2012年末，煤炭企业存煤 8500万吨，同比增长 58%。

去 年 我 国 煤 炭 产 量 为 36.6 亿吨

本报北京 1 月 24 日讯 记者林火灿从中国煤炭工业
协会获悉：2013 年煤炭产需衔接合同汇总工作目前已顺利
完成。截至 1 月 18 日，煤炭合同汇总完成 18.7 亿吨。其
中，一年期以上中长协合同 2.23亿吨。

今年煤炭合同汇总完成 18.7 亿吨今年煤炭合同汇总完成 18.7 亿吨

本报北京1月24日讯 记者黄晓芳、实习生雷巧香从
电监会获悉：2012 年，全国 110 千伏及以下配电网投资近
2070 亿元，累计解决了 610 万户低电压问题和 180 万户一
户一表改造，全国大约近 22 万无电户用上了电。电监会主
席吴新雄表示，2013 年力争再解决 120 万户无电人口用电
的问题，配网投资占电网投资的比重达到 50%以上。

今 年 解 决 无 电 人 口 用 电 120 万户今 年 解 决 无 电 人 口 用 电 120 万户

本报北京 1 月 24 日讯 记者王信川

报道：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2012 年
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2 年末，主要金融机构及主要农村金
融机构、城市信用社和外资银行人民币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 11.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6%，增速分别比同期大、中型企业贷
款增速高 8 个和 1 个百分点，比同口径企

业贷款增速高 3.3 个百分点，高于各项贷
款增速 1.6个百分点。

报告显示，截至 2012 年末，小微企业
贷款余额占全部企业贷款的 28.6%，与上
季度末持平。2012 年全年人民币企业贷
款增加 4.75 万亿元，其中小微企业贷款
增加 1.64 万亿元，占同期全部企业贷款
增量的 34.6%。

去年底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1.58 万亿元

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

市场化改革。

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有利于进一步增

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断优化资源配置

效率，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

机制。“十二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指出，稳步推进利

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

的浮动汇率制度。

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就是要建立健全由

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实现资源的合理配

置。要有规划、有步骤、坚定不移地推动利率市场

化改革。要加强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引导

金融机构完善利率定价机制，增强风险定价能力。

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就是要按照主动

性、渐进性、可控性原则，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国内

经济发展需要和经济金融改革整体进展等，不断

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

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增强汇率弹性，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

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本报记者 王信川整理）

本版编辑 韩 叙 于 泳本版编辑 韩 叙 于 泳

本报北京 1 月 24 日讯 记者鲍晓倩报道：今天举行
的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为“全国减排先进集体”、“全国减
排先进个人”代表颁奖。经济日报科技新闻部生态经济编
辑室获得“全国减排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这也是该获奖
集体中唯一的新闻采编单位。据了解，该荣誉由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财政部 4 部
委联合授予。

本报北京 1 月 24 日讯 记者黄晓

芳报道：今年以来，受南方大范围低温天
气影响，南方电网部分省区负荷屡创新
高。截至目前，南方电网统调负荷最高
达 1.1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4.4%，1 月 16
日，网络错峰 16.7万千瓦。

为保证南方区域电力供应，电监会

近日批复同意南方地区部分已建成投产
并完成环保验收监测的发电机组临时运
营，增强电力供应能力。南方电网公司
精心安排电网运行方式，加强重要输电
线路、设备的运行维护和特殊巡视。发
电企业做好存煤工作，确保电力供应，满
足社会用电需求。

经 济 日 报 生 态 经 济 编 辑 室

获“全国减排先进集体”称号

本报北京 1 月 24 日讯 记者顾阳报
道：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了今年 1 月中旬
50个城市主要食品平均价格变动情况。

在统计局监测的 27种食品中，19种食

品价格上涨，6 种食品价格小幅下跌。数
据显示，猪肉后臀尖和五花肉较上期分别
上涨 1.4%和 1.6%，涨幅有所收窄。鸡蛋价
格与上期持平，此前连续上涨六期。粮油

价格涨跌互现，面粉价格上涨 1.2%。蔬菜
价格有所回落，大白菜、油菜、黄瓜和豆角
均有不同幅度的下跌。水产品价格小幅上
涨，水果价格止跌回升，香蕉价格涨 2.4%。

1月中旬50城市食品均价继续小幅上涨

这个冬天虽然寒冷，关于南方要不要集
中供暖的讨论却很热烈。生活在南方的人
们说，我们也希望和北方人一样，过有暖气
的冬天。南方集中供暖可行不可行，如果不
可行，该怎么解决我国南方的供暖问题？普
通百姓、相关行业、专家均提出了自己的意
见。最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终
于对“南方地区要不要实施集中供暖“这一
热点话题作出了回应。这位负责人说，夏热
冬冷地区有必要设置供暖设施进行冬季供
暖。但除余热废热利用外，不提倡建设大规
模集中供暖热源和市政热力管网设施为建
筑集中供暖。

根据有关标准，把我国划分为严寒、寒
冷、夏热冬冷、夏热冬暖和温和五个地区，而
有讨论价值的是夏热冬冷地区。夏热冬冷
地区涉及 14 个省（直辖市）的部分地区，其
气候特点是夏季酷热，冬季湿冷，空气湿度
较大，当室外温度 5℃以下时，如没有供暖
设施，室内温度低、人们的不舒适感要比同
样室外温度的严寒、寒冷地区大。

这位负责人首先介绍了集中供暖的特
点，集中供暖具有能源利用理论效率高，适
于长寒冷期全空间连续供热等特点，但也存
在工程建设规模大、周期长、一次投资高、供
热量调节难度大、空气污染严重、无法调动
居民节能等问题。

这位负责人进一步从能源消耗量和环
保的角度阐释了南方集中供暖的可行性问
题。他说，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面积约

34 亿平方米、人口约 1 亿人，如果采取北方
传统的全空间连续集中供暖方式，能耗每年
将会增加约 2600 万吨标准煤，约相当于目
前北方采暖地区集中供暖总能耗的 17％、

“ 十 二 五 ”节 能 减 排 目 标 中 年 节 能 量 的
20％；同时，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加约 7300
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将增加约 5.2 万吨，
烟尘排放量将增加约 1.2 万吨；将会增加这
一地区能耗总量，并且加剧环境污染。

显然，如果在南方地区实施集中供暖，
将给能源消耗和环境带来很大的负担。那
么，南方的供暖问题应如何解决呢？

“夏热冬冷地区供暖方式的选择应根
据当地气象条件、能源状况、节能环保政
策、居民生活习惯以及承担能力等因素，通
过技术经济比较分析确定供暖方式。”这位
负责人表示，根据夏热冬冷地区供暖期短、
供暖负荷小且波动大等特点，提倡夏热冬
冷地区因地制宜地采用分散、局部的供暖
方式，如：户用热泵式分体空调器、燃气壁
挂炉、电采暖等分户独立供暖方式，地源热
泵、水源热泵、太阳能辅助等局部供暖方
式；同时，通过改善外墙、屋面、外窗等围护
结构，提高建筑的冬季保温性能。鼓励夏
热冬冷地区充分利用地热能、太阳能等可
再生能源供暖，可借鉴北京菊儿胡同利用
热泵技术供暖，也可学习北京东、西城区平
房利用峰谷电蓄热供暖（居民负担低于传
统集中供暖）以及北方地区地板电供暖技
术等，提高居住环境舒适度。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回应南方集中供暖问题——

夏热冬冷地区有必要进行冬季供暖
不提倡建设集中供暖热源和市政管网设施，建议以分散供暖为主

本报记者 亢 舒

本报北京 1 月 24 日讯 记者张虎

报道：由中国纺织报社、中国纺织杂志社
主办，中国轻纺城管委会、网上轻纺城承
办的 2012 年中国纺织十大新闻揭晓仪
式日前在京举行。《纺织工业“十二五”发
展规划》、《建设纺织强国纲要》相继发布
等获评十大新闻。据介绍，纺织十大新
闻评选至今已成功举办 12届。

2012 年纺织十大新闻揭晓

本报北京 1 月 24 日讯 记者孙勇

报道：“立白”杯 2012 年全国税收十大
新闻评选结果显示，“营改增”名列榜
首。去年 7 月 25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
会 议 决 定 ，扩 大 营 改 增 试 点 范 围 ，从
2012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12 年底，将交
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
试 点 范 围 。 2013 年 继 续 扩 大 试 点 地
区，并选择部分行业在全国范围试点。

“营改增”成十大税收新闻之首

电力系统全力保障南方电力供应

新华社发

本报广州 1 月 24 日电 记者张建

军报道：首个由民企编制的国家级中药
材价格指数——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
指数日前正式发布，该价格指数属于国
家发展改革委近年计划编制发布的 12
个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指数之一，旨在
破解中药材价格暴涨暴跌难题，有效引
导中药材生产、流通和消费。

康 美 中 药 材 价 格 指 数 发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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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川 火 车

站 ，旅 客 在

检 票 进 站 。

当 日 ，宁 夏

银川火车站

迎来春运前

首轮客流高

峰 ，全 天 预

计接待旅客

突破 2 万人

次。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望 北 兴 叹望 北 兴 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