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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
决定自 7 月 20 日起全面放开金融
机构贷款利率管制——

新华社北京 7 月 19 日电 （记

者徐松） 国家主席习近平 19 日在
人民大会堂会见委内瑞拉副总统阿雷
亚萨。

习近平高度赞赏委内瑞拉前总统
查韦斯生前为推动中委关系发展作出
的杰出贡献，表示中国人民将怀念
他。习近平并请阿雷亚萨转达对马杜
罗总统的诚挚问候，祝愿委内瑞拉在
建设国家的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

习近平积极评价中委关系，表示中
方愿同委方一道，继承和发扬友好互信

传统，保持高层交往，在涉及彼此核心
利益的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加强党际
交往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扎实推进金
融、能源、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高技术、
经济特区建设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
委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表示，中国重视加强同拉
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友好关系，愿同包
括委内瑞拉在内的拉美国家一道，推
动早日建立中拉合作论坛，提升中拉
整体合作水平。

阿雷亚萨向习近平转达马杜罗总

统的亲切问候。阿雷亚萨表示，中国坚
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其他国
家树立了榜样。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奉行
相互尊重的原则，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
出了重大贡献。委内瑞拉人民钦佩中
国。查韦斯总统对中国怀有特殊友好感
情，生前将中国视为真诚的朋友和值得
依赖的伙伴，坚定致力于发展对华关
系。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将继承查韦斯
的意志，一如既往加强同中国的友好合
作，交流互鉴。委内瑞拉愿成为推动中
国同拉美国家合作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会见委内瑞拉副总统阿雷亚萨习近平会见委内瑞拉副总统阿雷亚萨

央行决定，自 7 月 20 日起全面放开金
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这标志着利率市场
化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利率市场化改革
稳步向前推进，有助于进一步发挥市场配
置资源基础性作用，对于促进金融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具
有重要意义。

改革时机基本成熟
5 月下旬，国务院批转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 2013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
的意见》指出，“稳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
改革”。短短两个月后，利率市场化改革取
得明显成效。但事实上，我国利率市场化
改革已走过 17 年的历程，为进一步推进改
革打下了良好基础。

1996 年以来，按照“放得开、形得成、
调得了”的思路，央行一方面不断放松利率
管制；另一方面着力完善市场化利率定价
机制，扩大市场化利率覆盖范围。通过渐
进式的改革，目前央行仅对金融机构人民
币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进行管
理，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利率和境内外币存
贷款利率已实现市场化。2012 年 6 月和 7
月，央行进一步扩大了金融机构存贷款利
率浮动区间：一是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
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 1.1 倍；二
是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
整为基准利率的 0.7倍。

“总体看，我国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
改革的宏、微观条件已基本具备。”央行有
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从宏观层面看，
当前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价格形势
基本稳定，是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有利时
机。从微观上看，随着近年来金融改革的
稳步推进，金融机构财务硬约束进一步强
化，自主定价能力不断提高，企业和居民对
市场化定价的金融环境也更为适应。

另外，从市场基础看，经过多年的建设
培育，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
已成为企业债券、衍生品等金融产品和服
务定价的重要基准；从调控能力看，货币政
策向金融市场各类产品传导的渠道也已较
为畅通。“在全面评估各项基础条件成熟程
度并注重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央行决定进
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该负责人说。

有利于转方式调结构
当前，我国金融运行总体稳健，但资金

分布不合理的问题仍然存在。央行数据显
示 ，截 至 6 月 末 广 义 货 币 M2 余 额 高 达
105.45 万亿元，但资金使用效率不高，且有
相当一部分资金没有流入实体经济。这不
仅带来了地方债务膨胀、影子银行等风险
隐患，一定程度上还推动了物价和资产价
格上涨。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两高一
剩”等领域，则进一步加剧了结构性问题。

尤其是在 6 月下旬，由于银行间市场

资金紧张引发的一系列风波，把金融领域
资金“空转”的问题暴露无遗。这意味着，
盘活存量，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是破解金
融业主要问题的关键，也是调结构的重要
推动力。因此，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迫在
眉睫。

在贷款利率下限放开后，金融机构与
客户自主协商定价的空间将进一步扩大，
一方面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采取差异化的
定价策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并不断提高
自主定价能力，转变经营模式，提升服务水
平，进一步加大对企业、居民的金融支持力
度。另一方面，将促使企业根据自身条件
选择不同的融资渠道，随着企业越来越多
地通过债券、股票等进行直接融资，不仅有
利于发展直接融资市场，促进社会融资的
多元化，也为金融机构增加小微企业贷款
留出更大的空间。

农村信用社是农村金融服务的主力
军，不再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设立上限，
有利于农村信用社按照收益覆盖风险的原
则自主定价，提高发放涉农贷款的意愿，对
促进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具有积极意义。

稳妥有序推进改革
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表示，我国还是转

轨经济，经济运行环境复杂，货币政策传导
机制还不充分畅通和健全，利率市场化改
革还需在多个领域互动和相互促进，因此

要有规划、有步骤、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
此次利率市场化改革，也体现了循序

渐进的特点。比如，此次改革未对现行的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作出调整，
其利率下限仍保持为贷款基准利率的 0.7
倍不变。央行表示，这是为了贯彻落实有
关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抑制投资投机性
购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因此要求商业银行继续严格执行差别化住
房信贷政策。

业界普遍认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最重
要、最难的环节在于调整存款利率。而此
次改革尚未进一步扩大金融机构存款利率
浮动区间。“主要考虑的是，存款利率市场
化改革的影响更为深远，所要求的条件也
相对更高。”央行有关负责人说，2003 年以
来，我国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取得了重
大进展，但尚未完全到位，同时存款保险制
度、金融市场退出机制等配套机制也正在
逐步建立过程中。为此，央行将会同有关
部门进一步完善存款利率市场化所需要的
各项基础条件，稳妥有序地推进存款利率
市场化。

该负责人还表示，下一阶段央行将继
续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优化金融市
场基准利率体系，建立健全金融机构自主
定价机制，逐步扩大负债产品市场化定价
范围，更大程度发挥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
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央行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

贷款利率市场化利好实体经济
本报记者 王信川

“
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 0.7 倍

的下限，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

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

取消票据贴现利率管制，改变

贴现利率在再贴现利率基础上加点

确定的方式，由金融机构自主确定；

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不再设

立上限；

为继续严格执行差别化的住房

信贷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

展，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暂

不作调整。

7 月 17 日一大早，甘肃榆中县中连川
乡高窑沟村的窦真学老汉就来到村委会串
门，但他找的不是村干部，而是“省上来的
干部”——甘肃省委老干部局的人事处处
长杨世明。在村里，该局有个驻村点，年逾
八旬的窦老汉跟这里的每个干部都很熟。

“杨处长一会就过来，到时我让他上你
们家看你。”甘肃省委老干部局驻村干部告
诉窦老汉，今天是他们局里第七组跟第八
组的驻村干部轮换交接班的时间。

去年 2 月份以来，甘肃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省市县乡
四级联动，全省 1.5 万个单位、40 多万名干
部共联系了近 1.6 万个贫困村和 67 万多户

贫困户，提出了“不达小康不脱钩”的目标。
甘肃省委老干部局负责联系高窑沟村，

79 名干部分成 8 批、17 个工作小组轮流到
村里驻村开展工作。

上午 10 点多，经过两个多小时山路的
颠簸，杨世明带着第八组的 4 名干部到达高
窑沟村。“大概来过四五十次了吧，每隔十天
半个月就来一趟。”杨世明说，在当地人眼
里，自己属于“老熟人”了。

“第八组这半个月要抓紧入户调查，一
方面是老百姓目前种养殖的详细情况，看
看增收计划的落实进度；另一方面了解今
年中考、高考结束后，村民子女上学的情
况，有需要帮助的，我们尽快筹措资金帮
扶。”在村委会的办公室，杨世明很快进入
了工作状态。

去年 3 月“结上对子”后，甘肃省委老干
部局的机关干部经过入村摸底调研，提出了
帮助高窑沟村发展“养羊、种药、打工、铺地

膜”四大增收项目的思路，筹资从几百公里
外的中药材大县陇西县购买了药苗和药
籽，免费发给当地群众，还专门聘请专业技
术人员指导农户的种植。同时，给每户出
资购买了 2 只小尾寒羊，发展养殖。仅这
两项，去年就实现了户均增收 6000元。

在甘肃，还有很多和高窑沟村一样受益
于联村联户行动的贫困村。据甘肃省委“双
联办”统计，“双联行动”开展满 1年的时候，
甘肃各级联村单位自筹资金 25.67 亿元，干
部捐款捐物 1.26 亿元，为贫困村、户帮办各
类实事 36 万多件，培训农民 62.64 万人次，
贫困地区发展条件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明显
变化。近日召开的甘肃省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再一次提出，要突出联
村联户行动这个重要载体，在解决群众关切
问题上取得明显变化。

“今年春旱严重，打乱了我们原来的增
收计划。5月份以来，雨水慢慢多了，我们动

员农户补种秋季作物。”走在田间小路上，杨
世明从包里拿出几张表格，“这是我们设计
的贫困户脱贫致富规划表、今年的增收计划
表和旱情、春播调查表，通过详细的摸底调
查，扶贫攻坚也就更具有针对性。”

记者看到，在今年的增收计划表上，不
仅有每户的基本情况和增收措施，还列出
了各种农作物和羊、猪的种养殖情况。最
后一栏写着高窑沟村 2012 年的人均纯收
入为 4600元，今年计划达到 5500元。

走访了几户群众，已到了午饭时间。
回到驻村点，两名干部已将自己带来的饭
菜做好。“要在村里住半个月，所以我们都
得自己买好米、面、菜带来。”甘肃省委老干
部局生活待遇处副处长郭万春是第八组驻
村干部，来过很多次的他对驻村生活深有
感触，“刚来的时候，跟群众也有陌生感，但
时间长了，就跟亲戚朋友一样。群众工作
其实很简单，就是心换心地交朋友。”

甘肃40万干部开展联村联户行动——

驻村入户认亲戚 田间地头交朋友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陈发明

本报北京7月19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据国家发
展改革委发布的运行快报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原
油产量 10331万吨，同比增长 3.2%。

数据显示，上半年，原油加工量 21746 万吨，增长
6.6%；成品油产量 13377 万吨，增长 6.0%，上半年汽油、
柴油产量分别增长 14.8%和 0.1%。成品油表观消费量
12654 万吨，增长 4.0%，上半年汽油表观消费量增长
12.2%，柴油下降 1.7%。

快报统计还显示，上半年，国内天然气产量 588 亿立
方米，增长 9.0%。

本报讯 记者乔雪峰 陈力报道：进入夏季，内蒙古
大兴安岭林区森林旅游日渐升温。据统计，林区各景点
每天接待游客超千人，提前进入一床难求的旅游旺季。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正在走上一条不以消耗森林资源为
代价的生态旅游业之路。

在内蒙古毕拉河达尔滨罗国家森林公园，来自重庆
的摄影师陈家敏告诉记者，他每年都要到大兴安岭住 20
多天，在森林中采风、在湖滨垂钓。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总面积 1066.7 万公顷，森林覆
盖率 76.3%，是我国目前森林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集
中连片的国有林区，它与亚马逊热带雨林并称为地球的
两大肺叶。国家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后，内蒙古大
兴安岭林管局按照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发展思路，
大力发展森林旅游业。目前，林区旅游产业的吃、住、行、
游、购、娱 6 大服务体系已基本形成。为了开拓旅游市
场，林管局旅游局还推出了海拉尔-室韦-莫尔道嘎、牙
克石-根河-满归、加格达奇-阿里河-克一河-达尔滨湖
等 6 条旅游线路，将生态旅游、冰雪运动项目与民俗民风
结合起来。

随着林区旅游逐年升温，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顺
势而为，把森林旅游业提升为林区发展的核心产业，转变
门票经济的传统思路，瞄准中高端市场，着力开发新型休
闲度假旅游。阿尔山按照“东方达沃斯”的理念和标准，
正在加快银江沟、金江沟生态旅游区的建设；北部原始林
区正在参照美国黄石公园模式，建设大兴安岭北部旅游
圈。如今，大兴安岭深处的 8 个国家森林公园、2 个国家
湿地公园、2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经成为国内外游客
青睐的旅游目的地。据专家估算，到 2015 年，内蒙古大
兴安岭年旅游接待能力可以达到 200 万人次，旅游年收
入达到 12亿元,旅游收入占林业总产值的 12%以上。

生态产业化 产业生态化

大兴安岭发力森林旅游业

本报北京7月19日讯 记者亢舒报道：住房城乡建
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发出《关于做好
2013 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通知》。《通知》确定，国家对
贫困地区农村危房改造的户均补助标准由 7500 元提高
到 8500元。

据悉，2013 年中央将支持全国 266 万贫困农户改造
危房。《通知》指出，为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2013
年中央对贫困地区每户增加 1000 元补助，同时对陆地
边境县边境一线贫困农户、建筑节能示范户每户增加
2500元补助。

贫困地区农村危房改造补助上调
户均提高 1000元

上半年国内原油产量10331万吨
同比增长 3.2%

7 月 18 日，在广东佛山南海区桂城街，客户在银行的

自助金融服务区办理业务。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透

露，目前金融服务已覆盖全部乡镇。截至 2012年末，乡镇

新布设 ATM 机等电子机具 231.7 万台，在 40 万个行政村

设置了取款服务点。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金融服务实现覆盖全部乡镇
40万个行政村有取款服务点

金融服务实现覆盖全部乡镇
40万个行政村有取款服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