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 注2014年8月13日 星期三星期三6

中国人民银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
告提出，建立健全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控框
架，强化价格型调控和传导机制。此前，
有报道称，国家开发银行已经从央行获得
了 3 年期约为 1 万亿元的抵押补充贷款

（PSL）， 主 要 定 向 支 持 棚 户 区 改 造 等
项目。

PSL不同于普通的再贷款。普通的再
贷款无须抵押且还款来源不明确，而 PSL
是以抵押的方式向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合
格抵押品可包括高信用评级的债券类资产
及优质信贷资产等，其贷款的利率较低，
更有明确的还款来源，较为规范。

有人质疑，如此大规模的 PSL 更像
“中国版 QE”，是否意味着我国货币政策
在转向宽松？

从上半年的货币信贷规模看，市场上
的流动性已经较为充沛，货币政策没有转
向宽松的必要。今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
为历史同期最高值、人民币贷款增加 5.74
万亿元，6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120.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7%。与此同时，金
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也比较高，5 月份达
到 1.81%，说明银行体系的流动性也比较
充裕。在此背景下，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
盛松成日前强调，下半年货币政策取向不

会改变，仍将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
为何在此时推出 PSL？PSL 肩负了多

重目标，首先是一种基础货币的投放工
具。长期以来，我国基础货币投放主要依
赖于外汇占款，是一种被动的货币投放机
制。当前，这种货币投放机制的基础正在
逐渐变化。随着美联储逐步退出 QE、我
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且经济结构转型加
快，此前利用中外利差进行套利的空间逐
步缩小。因此，外汇占款明显“缩水”，
今 年 6 月 ， 新 增 外 汇 占 款 大 幅 减 少 了
867.63 亿元，为 2013 年 6 月以来首现负
增长。虽然今年下半年，受出口或持续改
善等因素影响，新增外汇占款环比下跌的
速度可能将有所放缓。但长期来看，外汇

占款维持低速增长的可能性较大。
随着外汇占款增长规模下降，人民币

基础货币投放的逻辑正在改变。PSL、再
贷款将与公开市场操作相结合，成为基础
货币补充的重要工具，央行对基础货币的
调控也将由被动转为主动。

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PSL等价格型
调控工具的推出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需
要。目前，常见的流动性调节工具，如
SLO(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和 SLF(常备借
贷便利)期限都在 3 个月以内，市场缺乏
调节中期利率的有效工具。此前，央行行
长周小川表示，央行准备让政策利率引导
市场利率，并正在为短期和中期利率准备
两个或三个政策工具。

随着利率市场化稳步推进，能够引导
和调控市场利率的政策利率的形成极为迫
切。通过 PSL 来构建中期政策利率，可
以为利率市场化之后的市场利率提供一个
中长期的利率锚。更能形成引导和调节市
场利率的有效机制，为利率市场化打好
基础。

服务实体经济、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
成本是 PSL 这样的价格型工具推出的最
重要目标。首单 PSL 或将定向支持棚户
区改造等项目，这与定向降准结构性注入
流动性的效果类似，其作用在于支持实体
经济的薄弱环节，避免资金流入产能过剩
等行业。

与定向降准不同的是，央行可以通过
PSL 调整不同类型贷款的利率、抵押率
等，以达到对投放规模和价格的定向调
整。举例来说，如果小微企业需要更多的
金融支持，央行可将该领域贷款的折价率
提高，从而降低银行这一领域的贷款成
本，鼓励其对小微企业放贷。

PSL要完成肩负的这一系列目标不可
能一蹴而就，无论是 PSL 规模的增长还
是中期利率的形成，都需要一段较长的时
间。但可以预见的是，更多的价格型调控
工具将出现在央行的“装备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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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果静□ 本报记者 陈果静

8月 12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
式宣布，自 9 月 1 日起调整非居民用存量
天然气价格。

有关专家在接受 《经济日报》 记者采
访时表示，此次价格调整主要针对非居民
用天然气价格，对于群众日常生活影响有
限。此次调整有利于加快实现存量天然气
与增量天然气价格并轨的目标，也为最终
实现天然气价格完全市场化进一步打好
基础。

为何要调——

供需矛盾倒逼调价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 《关于调整非
居民用存量天然气价格的通知》 明确，自
今年 9 月 1 日起，我国非居民用存量气最
高门站价格每千立方米提高 400元；居民
生活用气、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气、养
老福利机构用气等 （不包括集中供热用
气） 门站价格不做调整。

“目前，国内天然气市场供需矛盾依
然十分突出，迫切需要利用价格杠杆来引
导资源合理配置。”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
负责人说。

记者了解到，2000 年以来，我国天
然气消费以年均 15%的速度快速增长，国
产资源已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进口数量
逐 年 增 加 ， 进 口 天 然 气 销 售 价 格 严 重
倒挂。

为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充分利用国
际国内天然气资源，保障市场供应，近
年 来 国 家 加 快 了 天 然 气 价 格 改 革 的 步
伐。去年 6 月，为进一步理顺天然气价
格，我国出台了 《关于调整天然气价格
的通知》，明确区分存量气和增量气，增

量气门站价格一步调整到与可替代能源
价格保持合理比价关系的水平，存量气
价格调整分 3 年实施，计划 2015 年调整
到位。

随着去年价格调整方案的实施，政策
效果逐步显现，国内资源开发和海外资源
引进速度明显加快，煤层气、煤制气的产
能也得到了进一步释放，天然气供应能力
显著增强，资源配置趋于合理。

不过，我国天然气市场供求形势偏紧
的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观。数据显
示，2013 年，我国进口天然气为 530 亿
立 方 米 左 右 ， 对 外 依 存 度 已 经 超 过
30%。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的全面推进，未来一段时间国
内天然气需求仍将快速增长，供需矛盾依
然突出。

影响如何——

居民生活影响不大

根据价格调整方案，此次价格调整除
非居民用存量气最高门站价格每立方米提
高 0.4 元以外，非居民用增量气和居民用
天然气价格均不做调整。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价格调整并不涉及居民用气门站价格，
因此对居民生活和价格总水平没有直接
影响。

“目前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形成机制
主要还是阶梯气价。”中国城市燃气协会
秘书长迟国敬在接受 《经济日报》 记者采
访时表示，此次价格调整是天然气价格市
场化改革迈出的又一大步，但不影响居民
用天然气价格，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也十分
有限。

迟国敬也表示，随着存量气与增量气
实现并轨，天然气价格的变动将更多依赖
于交易市场的供需变动，既可能稳中有
升，也有可能稳中有降。考虑到我国居民
收入水平增长速度快于物价增速的现实，
天然气价格波动应该会在广大居民承受能
力的范围之内。

中国能源网副总裁、首席信息官韩
晓平表示，目前我国天然气供给中的进
口 气 比 重 较 高 ， 而 且 进 口 价 格 相 对 较
高。随着存量气和增量气价格并轨，将
吸引更多的投资主体进入到天然气供给
领域，从而带动天然气供给的增加，最
终将使天然气价格在市场竞争中回到合
理水平。

对于工业企业而言，此次价格调整将
使企业的用气成本有所上升，从而削弱企
业的市场竞争力。不过，也有专家指出，
在成本的压力下，企业将进一步加快结构
调整和淘汰落后产能的步伐，这将带动产
业的转型升级。而且，由于调整后的气价
与燃料油和液化石油气等可替代能源价格
相比，仍具有竞争力，因此，气价调整对
工业企业整体影响有限。

调向何方——

最终实现气价市场化

根据天然气价格调整方案，我国存量
气价格调整将分步实施，力争到 2015 年
调整到位，实现存量气与增量气价格并轨
的既定目标。

专家表示，存量气价格采取“三步
走”的调整策略，而且以增量气带动存量
气调整的方式，大大降低了方案实施的难
度和阻力。在节能减排和治理雾霾等压力

下，明年我国完成存量气与增量气价格并
轨目标的难度并不大。

不过，存量气和增量气的价格并轨，
并 不 意 味 着 天 然 气 价 格 调 整 “ 大 功 告
成”。我国天然气价格调整的基本思路是
按照市场化取向，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和
资源稀缺程度的与可替代能源价格挂钩的
动态调整机制，逐步理顺天然气与可替代
能源比价关系，为最终实现天然气价格完
全市场化奠定基础。

韩晓平表示，我国天然气的市场供
给仍然主要集中于大型央企，缺乏必要
的市场竞争主体，这种产业格局将成为
探 索 天 然 气 价 格 完 全 市 场 化 的 一 大
障碍。

为此，要把天然气的价格形成机制
完全交给市场，不能仅仅寄望于存量气
和增量气的价格调整，而要真正推动深
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特别是加快发展
混合所有制经济，向更多的民营企业开
放天然气市场，形成市场的多元化供给
和有序竞争。

记者注意到，此次出台的政策明确提
到，将进一步落实放开进口液化天然气

（LNG） 气源价格和页岩气、煤层气、煤
制气出厂价格政策。需要进入管道与国产
陆上气、进口管道气混合输送并一起销售
的，供需双方可区分气源单独签订购销和
运输合同，气源和出厂价格由市场决定，
管道运输价格按有关规定执行。

“这是此次政策的一大亮点。”韩晓平
表示，随着非常规天然气领域价格的全面
放开，将吸引更多投资主体参与产业链的
投资与建设，这不仅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市
场竞争意识和成本控制意识，也将使天然
气市场的供应更加充足，为探索全面市场
化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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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火灿

本版编辑 胡文鹏 徐 胥

美 编 夏 一 吴 迪

本版邮箱 jjrbjrcj@163.com

上海书展参展图书超15万种

8 月 12 日，在上海展览中心，参展单位工作人员

正整理图书。8 月 13 日至 19 日，2014 上海书展暨

“书香中国”上海周将在此举行。本届书展参展出版

单位 500余家，超过 15万种图书参展。

刘晓晶摄 （新华社发）

本 报 讯 近 日 ，
一则名为 《5 分钟看穿
唱 衰 中 国 底 牌》 的 视
频 短 片 在 各 大 网 站 上
流 传 。 这 则 视 频 以 明
快 的 动 画 风 格 和 轻 松
诙 谐 的 旁 白 ， 用 详 实
的 数 据 和 事 实 ， 对 多
年 来 各 种 “ 唱 衰 中
国 ” 的 论 调 进 行 回
应 。 视 频 赢 得 了 网 友
一片“追捧”。

短 片 里 ， 制 作 者
将 曾 经 的 中 国 经 济 比
作 “ 刚 刚 出 港 的 小 木
船”，回顾在它逐渐壮
大 成 为 “ 远 洋 巨 轮 ”
的 进 程 中 ， 所 遭 遇 到
的 各 种 或 单 打 、 或 组
团 的 “ 预 言 帝 ” 们 的
唱 衰 。 短 片 列 举 了 国
外 专 家 学 者 的 各 种 观
点 ， 用 铁 一 般 的 事 实
证 明 了 “ 预 言 帝 ” 的
唱衰论调不攻自破。

这 则 视 频 形 式 新
颖 ， 通 俗 易 懂 ， 尤 其
是 视 频 的 语 言 生 动 活
泼 ， 给 人 留 下 深 刻 印
象 ， 赢 得 了 大 量 网 友

“点赞”。

一部网络视频短片，短时间内得到大量的点击

和转发，不仅表明网民对“唱衰中国”这一话题密

切关注，也凸显了民众回应“唱衰”论调的积极意

愿。《5 分钟看穿唱衰中国底牌》 这部短片所凸显

的更大价值还在于，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历练，中国

民众在遇见类似“唱衰”论调时，已具备更加自信

的心态。

无论是改革开放或是更早的新中国成立伊始，

外界唱衰中国的声音便一直没有停止过。尤其是改

革开放至今，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

“唱衰中国”之声更是一路“陪伴”。梳理这些论

调，不难发现其中一些有趣的变化。

在中国打开国门之初，外界对中国的唱衰，在

某种程度上源于长期的不了解以及随之而来的怀疑

态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外界对中国发展的兴

趣愈加浓厚，唱衰也演变出以国外已有的经验来预

测中国的走向，只不过因为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入了

解，许多言之凿凿的结论最后都被事实证明为笑

话；进入新世纪，在中国经历了十多年的快速发展

之后，自身实力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唱衰中国的

论调也因外界变化的利益诉求，呈现出更加复杂的

局面：图名的有之、求利的有之、配合国家战略通

过唱衰来打压中国的，也不少见。

对这些唱衰的论调，中国民众也都走过了颇

不宁静的心路历程：从诧异不安到惶恐愤怒，从

激烈回击到沉着应对。随着国力的提升、民众的

富强、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和深入，越来越多的

中国人学会了冷静和理智地面对“唱衰”，学会了

去芜存菁、为我所用地面对“唱衰”，更加从容自

信——对涉及我利益的唱衰攻击针锋相对寸步不

让，对善意的批评欣然接受，对无聊的聒噪则一

笑置之。

从这部视频短片中可以看到，制作者运用了幽

默风趣的旁白语言，更多的则是通过摆事实、列数

据、讲道理来回应“唱衰中国”的论调。不急不躁

还带点调侃——这样的态度回应“唱衰”，不正是

从容自信的体现吗？

彰显中国自信
连 俊

《五分钟看穿唱衰中国底牌

》视频网络热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