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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 月 30 日讯 记者林火

灿报道：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负
责人今天表示，进入 8 月份以后，全国
发用电和铁路货运装车情况都有好转，
显示经济运行出现更加积极变化。

据国家电网快报数据，8 月 1 日至
28 日，全国发用电 4633.49 亿千瓦时，同
比 增 长 2.97% ，增 速 较 去 年 同 期 回 升
6.54 个百分点，比 7 月增速回升 4.97 个
百分点。

分区域看，上、中旬，华北、华东、华
中、西北、南方区域均保持正增长，日均
用 电 量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39% 、6.87% 、
6.56%、3.55%、0.37%；东北仍旧为同比
下降 1.15%。华东、华中区域对全国发
用电增长的贡献率达 81.3%，合计拉高
全国发用电增速 2.86个百分点。

从当前电力运行趋势看，预计 8 月
份全国发用电同比增长 3%左右；9 月
份有望继续保持增长。

全国铁路日均装车也出现趋稳态
势。有关部门最新发布的运行调度数据
显示，煤炭、钢铁、石油等大宗货物日
均装车基本稳定，月度之间变化也很
小；集装箱、零散货物运量逐步提高，
7 月份集装箱日均装车环比增长 5.8%，
零散货物日均运量环比增长 18%。8 月
1 日至 27 日，全国铁路日均装车数较 7
月份日均调度水平增加 1.2%。

有关专家表示，大宗商品日均装车
趋于稳定，表明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缓中
趋稳，市场对于煤炭、钢铁、石油等大
宗商品的需求有所回升，这在一定程度
上释放宏观经济平稳向好的积极信号。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不久前公布的煤
炭库存数据也从侧面印证了市场需求回
升的判断。截至 6 月末，尽管全社会煤

炭库存仍然处于高位，但电厂和北方主
要下水港存煤已经有所下降。6 月 30
日重点发电企业存煤 6541 万吨，比年
初减少 2914 万吨。主要港口存煤 3967
万吨，比 5 月末减少 6%，比年初减少
16.4%。7 月 20 日北方主要下水港存煤
2086万吨，比 6月末减少 5%。

二季度以来，我国经济回稳向好的
迹象有所增多，固定资产投资、工业生
产、居民消费和出口增速有所回升。7 月
份尽管外贸、投资、工业增速有所放缓，

但消费、房地产、服务业总体稳定向好。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
当前发用电和铁路装车数据变化初步判
断，我国经济运行的积极因素不断增强。

部分地区特别是一些经济大省反映
的情况也支撑了上述判断。如东部地区
中，江苏省电力需求侧管理平台监测数
据显示，8 月份以来，机械、电子、石
化、医药、轻工、纺织、冶金、建材八
大重点行业用电增速均比上月回升，8
月份工业用电增速有望达到 6%，表明

该省 8 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将有较大幅
度的提高；广东省 8 月份气温较去年同
期 偏 低 ， 但 全 社 会 用 电 同 比 增 长 约
2%，增速比 7 月高出约 4 个百分点，表
明该省整体经济运行情况比 7 月份也有
明显好转。中部地区中，安徽省用电量
前 20 位的工业大户，8 月份以来用电
同比增长约 3.5%，表明该省重点工业
企业生产增速在提高；江西省 8 月份以
来全社会统调用电量同比增长 9.33%，
预示着经济增速也将保持较高水平。

发用电增速明显回升 铁路日均装车趋于稳定

我国经济运行出现更加积极变化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回溯 70 年前

那段鲜血凝结、顽强不屈的抗战历史，

有家国破碎、血染河山的悲壮和伤痛，

更有前仆后继、奋勇抵抗的抗战精神熠

熠闪光。这一伟大精神值得每一个中国

人根植头脑、融入血脉，化为中华民族

的精神基因，世代弘扬。

什么是抗战精神？是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

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

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中华儿女奋起

抗争、共赴国难；面对侵略者的凶残暴

虐，英勇不屈、同仇敌忾；面临敌强我弱

的悬殊差距，坚定必胜信念，机智灵活地

与敌周旋。杨靖宇、张自忠、狼牙山五壮

士⋯⋯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无

数中华儿女在战火中挺起了民族脊梁、

树起了精神丰碑，用血肉铸就了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抗战精神。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温苦难与

辉煌的历史，弘扬历久弥新的抗战精

神，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回

想当年，贫弱的中国并未被强敌吓倒。

大片国土陷入战火，中国人民誓死不当

亡国奴，以血肉之躯拖住了日本法西斯

三分之二以上的陆军兵力和相当的海空

军力⋯⋯是伟大的抗战精神，使中国人

民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爱国热情、汇聚起

汹涌磅礴的战斗力量，在这场与日本法

西斯的殊死较量中，最终赢得民族独立

和自由的荣光。

抗战精神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强大动力。在和平年代谋发展、求

进步，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风险和矛盾

依然尖锐，挑战和困难依然突出，国际

国内形势依然严峻。面对新时期的新任

务、新战斗，必须坚持传承和弘扬抗战

精神，从中汲取养分、强健魂魄，勠力

同心勇闯改革发展道路上的重重险关。

战争的硝烟虽已消散，但经过战火

淬炼的抗战精神永存，已经成为中华民

族精神的血气精魄。在任何历史时期，

我们都要传承和弘扬抗战精神，以坚强

的精神纽带团结全党全国人民，勇往直

前、百折不挠、开拓进取，朝着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不断迈进。

传 承 伟 大 的 抗 战 精 神
本报评论员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再次下调金融
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和人民币存
款准备金率。自去年 11 月以来，已 5 次
降息、4次降准。

如何理解央行“频频出手”的意
图？如何看待一段时期以来货币政策调
整的效果？下一步又该怎样提升服务实
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经济日报》 记
者就此采访了专家学者。

“我国货币政策是多目标体系。”中
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表示，
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物价
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稳
定等。从今年数次降准降息实施的时点
来看，其触发因素有国内外经济形势的

变化、各个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走势的
分化及我国金融市场流动性状况的波
动，都不是由单一事件或某一市场波动
引发。

今年以来，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
复杂多变。从全球看，多个经济体陆续
调整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不确定性
上升。从国内看，经济下行压力不减，
经济增长新动力不足和旧动力减弱的结
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经济企稳的基础仍
需要进一步巩固。同时，近期外汇占款
下降的压力也使得流动性压力上升。

货币政策必须为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和防风险营造中性适度的
货币环境。一方面，通过降息使企业财
务成本进一步降低；另一方面，通过降准
使金融机构具有更充分的金融资源调配
能力。同时，通过定向降准推动金融机
构支持消费，加强对国民经济薄弱环节

如小微企业和三农的支持力度，并配合
公开市场操作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使
用，保持长中短期流动性的合理适度。

可以说，降息、降准及定向降准配
合使用，保持了流动性松紧适度，货币
市场利率明显下降。从央行统计数据来
看，银行间人民币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
平均利率从今年 1 月 3.18%的水平，下
降至 6 月的 1.44%，质押式债券回购月
加权平均利率从 1 月的 3.10%下降至 6
月的 1.41%。前期货币政策的效果已经
开始逐渐显现。

也有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效果并
不理想，对实体经济的帮助有限。比如
由于 PPI 持续为负且降幅还有所扩大，
尽管名义利率下行，企业实际融资成本
仍然居高不下。

“货币政策有时滞性，并不会立竿
见影。”向松祚表示，评价货币政策的

效果要有耐心，并进行综合考量。一般
来说，货币政策在治理物价上行时，效
果要 18 个月左右才会显现；治理物价
下行时，其效果也需要半年至 1 年才能
看出来。

“要不是得益于迄今为止的稳增长政
策，基建投资增速就不会在房地产和制造
业投资显著下滑时逆势快速增长，目前的
经济增长也不会稳定在7%左右的水平。”
瑞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说。

从后期来看，货币政策仍需继续发
力。汪涛认为，降低实际利率可以减轻
偿债负担、延缓不良贷款生成速度。进
一步降准并通过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投放
流动性，可以确保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充
裕，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下行。二者也有
助于债务重组、防范金融风险，进而避
免信贷收缩，间接支撑经济增长。

（下转第二版）

货币政策调整效应会有多大
本报记者 陈果静

本 报 讯 记 者 赖 永 峰

刘兴报道：在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的形势下，今年上半年，江
西经济发展呈现出产业结构
更“新”、经济质量更“优”、发
展模式更“绿”的喜人景象：上
半年江西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增长 10.3％；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7.7%；全
省空气质量指数优良天数占
比达到 87.4%，环境质量位居
全国前列。

长期以来，江西工业产业
结构偏重，重化工、资源能源
产业占主导，存在层次不高、
竞争力不强、集聚性差、创新
驱动不足等诸多问题。2014
年，全省六大耗能行业增加值
占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39.6%，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仅占 25.2%。在经济发展新常
态下，江西开始绿色转型。

针对不同区域的资源特
色、经济基础、产业影响力
等，江西确立了 60 个工业产
业集群，将有限的资源集约
高效地“精准投放”，并差异
化地引导各市县错位发展新
型 光 电 、 新 能 源 、 电 子 信
息 、 生 物 医 药 等 “ 绿 ” 产
业。目前，江西省已形成了
南昌汽车及零配件、新余光
伏 新 能 源 、 宜 春 锂 电 新 能

源、鹰潭铜合金、崇仁机电等多个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
产业集群。预计今年 60 个重点工业产业集群主营业务收
入将突破万亿元。

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加快培育，为江西工业转
型发展注入了绿色动力。蓬勃发展的现代服务业，则让江
西经济的“绿”底色更加鲜亮。今年以来，江西省密集出台
了一系列加快生产性服务业、服务贸易、服务外包产业发展
的实施意见，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激发了经济发展活
力，一批新的经济新增长点正在加快培育。

作为江西现代服务业中最有条件率先崛起的产业，旅游
业已成为该省实现转型发展的引擎。为优化旅游产业布局，
江西推动上饶市、景德镇市、鹰潭市成立了赣东北旅游联盟；
加快推进赣西新余市、宜春市、萍乡市旅游合作发展和赣州
市、抚州市、吉安市原中央苏区旅游振兴发展。今年上半年，
江西省累计接待游客1.8652亿人次，同比增长23.99%；旅游
总收入1549.12亿元，同比增长37.74%。

江西省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江西省服务业
增加值达 2816.6 亿元，同比增长 9%，占 GDP 的比重达
39.1%，江西省服务业增速与GDP增速实现同步，结束了服务
业增速自2001年以来一直低于GDP增速的历史。

构建绿色产业体系

提升绿色发展优势

江西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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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仍具竞争优势
中国制造要重塑竞争优势，须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与创新，依托国内巨大市场空间和成熟产业体系，广泛应
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从“制造”向“智造”的转型，
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向，从国际制造业产业链的
低端向中高端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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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听证岂容形式主义
列入听证范围的物价调整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

要性和严肃性。举行价格听证会不仅是为了公开地听取各
方意见，还要求参会代表充分、深入表达意见，防止权力
部门将制定价格与部门利益、局部利益相联系，使调整后
的物价更公正公平。

用真情抚慰历史的伤痛
衢州市是抗战时期日军细菌战中浙江省受伤害最大

的地区，至今仍有39名受害者长年饱受烂脚病痛折磨。
7年来，万少华医生带队的医疗小组翻山越岭、走村入
户，克服种种困难，想方设法为细菌战受害者减轻
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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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实体经济布新局
近日，各大上市商业银行中报陆续出炉。多家银行中

期业绩报告显示，银行业通过合理调整信贷投放的规模和
方向，优化信贷结构，有效地支持了小微企业和“三农”
领域，并为“一带一路”建设和中资企业“走出去”贡献
了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