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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资讯

业内人士认为，3月份信贷增长明显，既有季节性因素，也因为企业融资需求

旺盛，但考虑到未来通胀压力犹存，货币调控还需进一步灵活微调，以引导金融资

源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央行 4 月 11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3 月
份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6 万亿元，同
比多增 515 亿元，助推一季度人民币贷款
增加 2.76万亿元，创出近年同期新高。

数据显示，3 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同
比增长 14.9％，增幅比上月末下降 0.1 个
百分点；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1.06 万亿
元，较上月多增 4400 亿元。交通银行金
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鄂永健认为，新增贷款
大幅上升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增长温和回
升，实体经济信贷需求较为平稳；另一方
面，季末存款大幅增加，银行存贷比压力缓
解显著增强了信贷投放能力，而季度额度
控制也会促使银行加大信贷投放。若按照

全年 9 万亿元的估计目标计算，一季度新
增贷款占比 30.7％，基本符合投放节奏。

值得注意的是，在总体对公贷款较上
月明显多增的情况下，3 月对公中长期贷
款仅增加了 2530 亿元，比上月少增 296
亿元，在总对公贷款中的占比也从上月的
57％下降到 37％；对公短期贷款大幅增
加 2907 亿元，较上月多增 1093 亿元；票
据融资增加了 1183 亿元，较上月多增了
1002亿元。

“一季度企业债券净融资 7520 亿元，
同比多 3560 亿元，表明企业债券融资对贷
款有一定替代，导致对公中长期贷款增加
不多。”鄂永健认为，在流动性较为宽松、利

率较低的情况下，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更
倾向于通过发债融资。同时，当前经济仍
处在温和复苏中，经济结构调整中企业中
长期信贷需求也处在温和增长中。

数据还显示，3 月人民币存款大幅增
加了 4.22 万亿元，较上月多增了 3.4 万亿
元。从结构上看，企业存款增加 2.43 亿
元，住户存款增加 1.18 万亿元，财政存
款则季节性减少了 2667 亿元。这主要是
因为季末银行明显加大了存款吸收力度，
并且大量理财资金转为存款。

此外，一季度非贷款类融资继续保持
迅猛增长。央行数据显示，一季度社会融
资规模为 6.16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近 4 成。其中，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
资规模的比重不到 45%，同比低 18.6 个
百分点。这表明，非贷款类融资已超越银
行贷款，成为企业融资的主渠道。同时，
这也意味着银行表外融资扩张迅速，监管
政策还没有对银行表外活动起到约束。

央行数据还显示，3 月新增 M2 高达
3.75 万 亿 元 ，月 末 M2 余 额 同 比 增 长
15.7％，较上月提高了 0.5 个百分点。然
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年 M2 预期
增长目标确定为 13%。央行行长周小川也
公开表示，要实现全面调控目标，意味着货
币调控较去年略紧。显然，一季度的货币
信贷增长态势，有些超出央行的调控预期。

当前我国经济金融运行总体保持了稳
定增长态势，物价形势基本稳定，但未来
走势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因此要增强政
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保持货币
信贷合理增长，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促
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2.76万亿元，创近年同期新高——

信贷增速反弹预示政策微调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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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 月 11 日讯 记者刘松柏报道：国家质检
总局今日通报，因安全气囊存在安全隐患，日本 4 家汽车
生产商丰田、本田、日产和马自达将对中国市场的部分缺
陷汽车实施召回，总共 32622 辆。其中，本田召回 2312
辆，马自达召回 24465 辆，丰田召回 5083 辆，日产召回
762辆。

此次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的副驾驶安全气囊在车辆碰
撞时可能会失效，存在安全隐患。据了解，包括中国市场
在内，4家日本车企将在全球召回 340万辆汽车。

相关汽车企业将通知车主，车主可以拨打客服电话进
行咨询，也可以登录国家质检总局网站，国家质检总局缺
陷产品管理中心、进出口商品检验网站及中国汽车召回
网，或拨打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热线电话
010-59799616、65537365，了解更多信息。

中国市场将召回日系车3万余辆
安全气囊存在隐患

本报北京 4 月 11 日讯 记者陈郁从国家工商总局获
悉：2013 年一季度，全国市场主体平稳健康发展，企业
实有户数略有增长，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个体工商户持续
增长，农民专业合作社持续快速发展。截至 3 月底，全国
实有企业 1374.88 万户 （含分支机构），比上年底增长
0.61% 。 其 中 内 资 企 业 1330.9 万 户 ， 比 上 年 底 增 长
0.63%。内资企业中私营企业 1096.67 万户，比上年底增
长 1.01%。

一季度，全国个体工商户实有 4062.92 万户，其中新
登记注册 122.79 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有 73.06 万户，
其中新登记注册 4.3 万户。从产业分布情况看，全国企业
在第一产业实有 38.71 万户，第二产业实有 355.96 万户，
第三产业实有 980.21万户。

全 国 实 有 企 业 近 1375 万 户
个体工商户持续增长

本报北京 4 月 11 日讯 记者郭文

鹃报道：2013 世界 3D 打印技术产业
大会将于 5 月 29 日至 31 日在北京举
行，届时世界 3D 打印技术产业联盟也
将成立。此次会议是国际上首次举行
的 3D 打印技术产业大会，将为我国
3D 打印行业发展搭建对话平台，整合
国际资源。

世界 3D 打印技术产业联盟计划在
未来 3 年内在全国 10 个工业城市建设
10 个 3D 打印技术创新中心，有望实
现百亿元的产值。

本 报 北 京 4 月 11 日 讯 记 者 常

理、实习生房信子报道：由民间环保组
织“自然之友”编撰、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出版的年度环境绿皮书 《中国环境
发 展 报 告 （2013） 》 今 天 在 北 京 发
布。《报告》 指出，空气污染、水资源
缺乏与污染等成为我国城市环境的不可
承受之重，对城市化思路和模式进行反
省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

《报告》 在 2013 年将重点放在城市
化与环境危机的关系上，剖析城市的基
本生存条件面临的环境挑战。

中 国 环 境 发 展 报 告 发 布

世界 3D 技术产业大会将办

本报讯 记者张济和报道：我国首
部 权 威 性 年 度 艺 术 行 业 发 展 报 告

《2012 中国艺术发展报告》 日前在京面
世。这部由中国文联及所属各文艺家协
会组织文艺界知名专家学者编写的报
告，运用翔实的数据、丰富的事实、充
分的论述和典型作品分析，全面系统地
反映了 2012 年中国艺术发展的状况、
成就和特点。

据悉，今后 《中国艺术发展报告》
将每年编撰，用编年体的形式记录一年
来文化艺术界的得与失。

首 部 艺 术 行 业 报 告 面 世

本报北京 4 月 11 日讯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公布，截至今日 17 时，全国共报告人感染 H7N9 禽流感
确诊病例 38例，其中死亡 10人。

为防控 H7N9 禽流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
采取扑杀禽鸟等措施，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上海已对相关批零市场的所有禽鸟按规程进行了扑杀
和无害化处置，宣布暂停全市活禽交易、暂禁外省市活禽
入沪。上海市农委今天召开紧急专题会议，向区县农委和
11 家禽类定点屠宰点解读上海市政府相关政策，组织区
县农委与家禽定点屠宰点签订 《本市家禽定点保护价收购
协议书》，维护家禽养殖场 （户） 经营者利益。

南京市政府决定，自 4 月 8 日起暂时停止活禽交易、
暂时关闭所有活禽交易市场，对所有活禽交易市场进行清
理、消毒和封闭管理。

目前杭州登记在册的活禽经营户约 1200 户，主要经
营鸡、鸭等活禽。禽流感疫情发生后，截至目前已有 816
户活禽经营户自行关闭，占市区活禽经营户的 68%。

安徽目前已关闭徽商城家禽批发市场，对市场内所有
禽类进行扑杀，对扑杀禽类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对
徽商城家禽批发市场的内外环境实施严格的消毒措施，对
污染物或可疑污染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对污染的场所和设
施进行彻底消毒。

沪苏浙皖扑杀禽鸟防疫情扩散沪苏浙皖扑杀禽鸟防疫情扩散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考验一个国家的疾病防控体

系建设和医疗技术卫生水平，而且检验一个国家的社会动

员和组织能力。在这次禽流感疫情中，我国政府及时公布

信息、迅速开展防控,开放透明举措赢得社会认同。一系

列工作有条不紊,让公众对政府的防控能力更有信心。但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中仍存在不少难点。

信息共享和部门联动仍然是困扰疫病防治的短板之

一。我们的防疫体系还主要针对的是人感染疫病以后的阶

段，源头畜禽防疫环节仍较薄弱。一些养殖户对疫病缺乏

防控和发现的认知，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率低；由于

监管网络不健全，一些养殖户可能绕过政府部门的检验检

疫，导致病禽流入市场，这些都成为禽流感病毒传播的隐

患。农业、工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公安、外交、情

报、宣传等部门应加强沟通、协调、合作，做出正确研判

和相应预案，扎牢基层防疫体系的“篱笆”。

防控疫情，疫苗当然是有效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

流感病毒很普遍，并且在不断发生重配和变异。病毒会如

何变异，没有人能够猜测出，需要依靠我国目前拥有的

400 多个实验室的监测网络密切关注。因此，尽快找到传

染源、加强病例救治、关注老百姓需求、加强健康教育、

及时准确公布疫情防控等方面工作是预防疾病传播的有效

措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疫苗的研制更为重要。

目前，由国家卫生计生委牵头、多部门参加的应对人

感染 H7N9 禽流感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已建立，统筹协

调、指导各相关部门和地区落实各项防控措施。下一步，

应充分发挥联防联控机制和专家组作用，密切部门间、地

区间、中央和地方等配合，确保各项防控工作落到实处；

继续加强疫情分析研判，动态开展风险评估，科学制定防

控策略和具体防控措施；切实提高医疗机构特别是基层医

疗机构对病例的早期识别和发现能力，切实加强对重症病

例的临床救治。

只要各级政府尽心尽职尽责，扎实工作，形成全方

位、立体式的大协作防控格局，解决好部门、地方之间的

信息“无缝衔接”问题，做到“发现得早、控制得好、诊

疗得了”，突发疫病一定能够得到控制。

夯实防控体系
吴佳佳

4 月 11 日，市民在北京展览馆观看楼盘模型。当日，2013 年北京春季房展开幕。本届展会共汇聚 500 余个国内外地产项目参

展，还将举办地产峰会和系列主题活动。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本报北京 4 月 11 日讯 记者乔金亮

从农业部获悉：当前，我国西南等部分地
区旱情持续发展。截至 4 月 9 日，全国旱
地缺墒 7413 万亩，水田缺水 651 万亩。

虽然 4 月 4 日至 6 日旱区出现降雨过程，
但降雨分布不匀，甘肃东部、陕西中部、
河南西北部、四川南部、云南中北部等地
旱情持续发展，对适时春播不利。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 10 天，东
北地区气温将较常年同期持续偏低 1℃至
3℃，多雪 （雨） 天气过程，其中吉林东
部、黑龙江北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 3
成至 6 成；四川南部、重庆中南部、云南
东部等地将有 10 毫米至 25 毫米降水，部
分地区旱情将得到缓和。农业部表示将立
足抗灾夺丰收，加大工作力度，强化分类
指导，动员干旱地区抓住降雨的有利时
机，抢墒播种。

我 国 西 南 部 分 地 区 旱 情 持 续 发 展

本报北京 4 月 11 日讯 记者崔文苑

报道：财政部今日表示，为贯彻落实国务
院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加大
抗旱保春耕支持力度，中央财政在前期已
拨付 1.2 亿元的基础上，再次紧急拨付特
大抗旱补助费 13.8 亿元，合计拨付 15 亿

元，支持旱情严重的山西、河南、云南、
甘肃、四川等地抗旱救灾保春耕。

据了解，今年 3 月份，中央财政拨
付特大抗旱补助费 1.2 亿元，支持云南、
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四川等省做
好抗旱救灾工作。水利部门预计云南、

四川受旱地区雨季可能迟至 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受旱范围和干旱程度可能持续
发展。

随着冬麦区作物将陆续进入返青期，
作物需水加大，田间蒸发加剧，抗旱难度
也将随之增加。

中央财政拨付 15 亿元抗旱保春耕

信息消费•手机 40 年系列报道 ②

从 1987 年手机被引入国内，我国移
动通信产业走出了一条引进、消化、吸
收、创新之路。

从移动通信的发展历程来看，模拟
信号的“大哥大”时代被称为 1G，当时
的主要应用是话音业务。当年，为了尽
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国对移动通信
技术采取了“引进吸收”的发展战略。
据大唐电信集团董事长真才基回忆，当
年 除 了 手 机 终 端 、 交 换 机 、 基 站 等 之
外，就连一个手机皮套都要进口，通信
技术完全受制于人。尽管如此，移动通
信业在我国还是以超预期的速度发展。
1987 年只有 700 个用户，到了 1995 年跃
升到 520 万户，最多时模拟用户数达到
642万。

从 1995 年开始，我国移动通信技术
由模拟向数字转换，进入了 2G 时代。从
这 时 开 始 ， 移 动 电 话 开 始 变 得 小 巧 。
1996 年 ， 我 国 移 动 电 话 实 现 了 全 国 漫

游，并提供国际漫游服务。2G 时代，手
机在我国开始大面积普及。到 2001 年，
我 国 手 机 用 户 超 过 了 1 亿 ； 到 了 2003
年，我国成为全球手机用户最多的国家。

在为用户带来沟通便利的同时，我
国整个移动通信产业和技术也取得了快
速发展。华为、中兴等设备制造企业已
经 在 国 际 市 场 崭 露 头 角 ， 涌 现 出 了 联
想、康佳、TCL 等国产手机企业，中国
移动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电信运营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 90 年代
末，大唐电信代表中国厂商向国际电联

提 交 了 中 国 自 己 的 3G 标 准 TD-SCD-
MA。该标准于 2000 年正式被国际电联
采纳为 3G 三大主流标准之一，标志着我
国通信历史上零的突破。

到 2009 年，我国通信技术进入 3G
时代。随着 3G 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
手 机 渗 透 到 用 户 日 常 工 作 和 生 活 中 。
2012 年 6 月，我国手机网民达到 3.88 亿
人，首次超过电脑网民，手机成为用户
的第一大上网终端。

我国自主通信标准 TD-SCDMA 也
实 现 了 规 模 商 用 。 据 工 信 部 统 计 ， 到

2012 年底，我国 3G 用户数 2.3 亿，其中
TD 用户达到 8786.6 万户。这意味着我国
自主研发的 TD 技术已经实现“三分天下
有其一”的战略目标。

2012 年 1 月 18 日，由大唐电信集团
提出的 4G 标准 TD-LTE-A （后续长期
演进） 正式通过国际电信联盟审议，与
FDD-LTE 共同被国际电信联盟确立为两
大国际 4G 标准。今年开始，中国移动计
划在全国实行 TD-LTE 的规模测试，网
络 覆 盖 100 个 城 市 和 采 购 100 万 部
TD-LTE终端。

从 1987 年 手 机 全 部 依 靠 进 口 ， 到
2000 年自主 3G 标准实现通信史上零的
突破，再到 2012 年底中兴、华为等跻
身全球手机 10 强，我国移动通信技术
和产业从无到有，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移动通信业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
的重要增长点，也成为信息消费的重要
载体。

从追赶到同步再到跨越前行
本报记者 谭 辛

1987年，我国手机全部依靠进口；2000年，中国自己的3G

标准 TD-SCDMA 正式被国际电联采纳为 3G 三大主流标准之一；

2012年，由大唐电信提出的4G标准TD-LTE-A正式通过国际电信

联盟审议，成为两大国际4G标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