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 注2016年4月19日 星期二6

一季度，我国各项宏观经济指标明显改善，但是经济下行的风险

依然很大，经济复苏的迹象尚未全面出现

要少出急功近利、一招就灵的政策，多做见效长远的“笨”改革，如

减税、放松管制和产权改革

4 月 17 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
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等单位联合发
布“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分析报告。报
告指出，2016年一季度，我国各项宏观
经济指标明显改善，主要价格指标回
暖，经济景气指数回到扩张区域，但由
于需求力量支撑不足，经济尚未摆脱通
货紧缩风险。外汇储备止跌回升、人民
币币值趋稳，但是外汇储备持续下降和
人民币贬值的风险依然存在。

“一季度宏观经济运行态势良好，
为实现全年目标奠定了基础。”中国人
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于春海指出，必须
注意到，6.7%的增速也创下了 2009 年
一季度以来的新低，增长速度下行的趋
势并未逆转，经济复苏的迹象尚未全面
出现。

报告指出，需要警惕短期中过于依
赖房地产行业的风险。从房地产市场的
情况来看，3 月房地产市场销售的迅猛
扩张使得一季度第三产业的增速提高了
0.7个百分点左右。考虑到政策层面的调
整趋势，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收紧房贷

政策，并加强对房地产市场违规操作的
管控和打击，因此，房地产销售的火爆
状况及其对第三产业增速的提升作用具
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报告认为，无论是消费方面还是工
业生产方面的价格回暖，依然还缺乏足
够的需求力量支撑。在消费者价格方
面，食品价格上涨是驱动 CPI 上涨的主
要力量，非食品 CPI 和核心 CPI 依然处
于较低水平。在工业生产方面，购进价
格降速的收窄幅度大于出厂价格降速的
收窄幅度。在需求未有效改善的情况

下，这种成本上涨压力会对工业部门产
生不利影响。

从进出口来看，考虑到外部主要发
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低迷和进
口收入弹性显著下降，我国出口还不具
备持续正增长的条件。在进口方面，由
于主要产品的进口量依然保持增长，进
口额的下降主要是源于进口商品价格指
数的大幅下降。一旦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触底反弹，我国的进口额可能会快速
增长。

“经过 2012 年以来的持续回落以

后，一季度很多宏观指标都出现显著改
善。”分析会上，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
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表示，我们首
先必须看到亮点，增强信心，但还存在一
些问题需要关注，包括民间投资大幅放
缓，市场活力不够；传统行业、特殊地
区、特殊群体还存在困难等。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执行院长刘元春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已到
了触底反弹的关键时点。目前地方政府积
极促进经济增长。此外，财政、货币政策
的传导机制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国泰君安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任泽平
认为，要少出急功近利、一招就灵的政
策，多做见效长远的“笨”改革，如减
税、放松管制和产权改革。

报告建议，以基础设施和社会安全
网络为切入点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
策；在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同时避免
融资条件的背道而驰；切实提高对跨境
资本流动的管理能力，防范国际收支风
险与国内债务风险以及房地产风险的相
互叠加。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发布月度报告认为——

我国经济已到触底反弹关键时点
本报记者 熊 丽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 （记者邹伟 荣启涵）
记者 18 日从公安部获悉，为更好促进新能源汽车发

展，更好区分辨识新能源汽车，实施差异化交通管理政
策，我国将启用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

目前，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在前期调研论证的基础上，
设计了新能源汽车号牌式样，为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
权，凝聚各界智慧共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即日
起，公众可为自己喜爱的号牌式样投票。

公安部交管局负责人介绍，其中，小型汽车号牌和大
型汽车号牌各 3 个式样。这些号牌式样在设计时体现

“绿色环保”寓意，以绿色为主色调，并增加专用标识，应
用新的防伪技术和制作工艺，既可实现区分管理、便于识
别，又能彰显新能源特色、技术创新。与普通汽车号牌相
比，新能源汽车号牌在工本费、发牌机关代号（各省、区、
市简称和代码）不变的情况下，号码增加 1 位。升位后，
号码编排更加科学合理，既避免与普通汽车号牌重号，满
足未来新能源汽车增长的需求，也有利于在车辆高速行
驶时准确辨识。

该负责人说，公安部还将召开研讨论证会，进一步征
求相关部门、行业、专家、新闻媒体等意见建议。在汇总
分析各方意见建议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号牌式样，适时向
社会公布。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 （记者高敬） 工商总局
商标局局长许瑞表18日表示，从3月25日商标注册证防
伪用纸首批到货至 17 日 17 点，已打印 632410 件，发放
231624 件，保证 5 月底前将前期积压的商标注册证全部
发放给注册人。

“此次事件是一个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社会和媒体有
很多批评意见，我们诚恳接受。”许瑞表说，采购环节手续
烦琐、部门衔接不畅等问题确实存在，但也说明有关工作
人员存在服务意识不强、工作效率不高、应急措施不到位
等问题。

目前，商标局正在对商标申请、变更、异议、撤销等多
个流程进行全面清理，提出整改措施，并加快信息化建
设，为商标申请人提供便利。

许瑞表介绍，《商标注册证明》业务办理流程包括申
请收文、书审、扫描、录入、财务对款、审查、签文、打印等，
办理时间一般为 1 至 3 个月。出具《商标注册证明》与商
标变更、转让、续展申请等业务流程交叉的，办理时间需
要相应延长。

许瑞表说，《商标注册证明》申请办理时间确实较长，
手续繁杂，商标局已采取整改措施，通过变更出具方式，
简化办理手续，优化工作流程等措施，采用注册档案打印
件加盖专用公章的方式，来提高工作效率。

今后，申请人只需提交身份证明文件和商标注册号
即可办理，且不收取费用。至于马德里国际注册商标申
请出具《商标注册证明》的，还需沿用当前的做法，但办理
时间压缩到一个月以内。

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将启用

5月底前全部发放积压商标注册证

本报北京 4 月 18 日讯 记者崔文苑报道：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对全面推开营改增试
点前的税收征管工作予以明确，以保障财税平稳运行、改
革顺利实施。

两部门负责人说，目前，部分地方出现了营业税、营
业税改征的增值税等收入非正常增长的情况。财政部、
税务总局下发《关于认真做好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前税
收征管工作的通知》。

《通知》明确要严肃财经纪律，保障纳税人合法权
益。严禁跨月、跨季度征收或调整预征缴办法提前征收；
严禁改征增值税收入进项税抵扣部分该抵不让抵，对企
业该退税的不退或缓退；严禁运动式清理欠税、补税，属
正常办理程序除外；严禁 5 月 1 日前要求纳税人先缴或
多缴，5 月 1 日后办退或少缴；严禁采取人为手段不开增
值税发票，或增加开票手续；严禁与企业串通调账等。纳
税人缴税确有困难的，经纳税人申请，税务机关按照税收
征管法有关规定为其办理延期缴纳税款手续，切实保障
纳税人合法权益。

《通知》要求，要加强国税地税合作。5 月 1 日后，试
点纳税人纳入营改增试点之日前发生的应税行为需要补
缴税款的，应按照营业税政策规定补缴营业税，由原主管
地税机关负责相关欠税的追缴工作，管户移交后的主管
国税机关应积极配合做好清欠工作。

营改增严禁跨月及提前征税

本报北京 4 月 18 日讯 记者曹红艳报道：根据环保

部 18 日发布的今年 3 月及第一季度重点区域和 74 个城

市空气质量状况，今年一季度，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70.1%，与去年同期相比，优良天

数比例上升 6.4 个百分点，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下

降0.8个百分点。

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评价，第一季度空

气质量相对较差的10个城市（从第74名到第65名）依次

是乌鲁木齐、保定、邢台、郑州、石家庄、衡水、邯郸、济南、

西安和唐山；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 10 个城市（从第 1 名

到第10名）依次是海口、拉萨、惠州、厦门、舟山、深圳、江

门、珠海、福州和中山。

环保部环境监测司司长罗毅说，总体来看，与去年同

期相比，2016年第一季度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

有所改善，平均优良天数比例有所上升，PM2.5等五项指

标浓度同比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一季度城市空气优良天数达七成

今年一季度房地产市场今年一季度房地产市场

有了明显的回暖态势有了明显的回暖态势，，一线一线

城市和个别二线城市房价持城市和个别二线城市房价持

续上涨续上涨，，而三而三、、四线城市库四线城市库

存高企存高企，，仍然面临较大的去仍然面临较大的去

库存压力库存压力。。未来房价分化的未来房价分化的

走势还会走势还会延续延续，，不过分化的不过分化的

程度程度会随着国家房地产市场会随着国家房地产市场

调控政策的进一步完善而调控政策的进一步完善而有有

所降低所降低——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3月份70个大中
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绝大
多数城市房价环比上涨，上涨城市个数
比上月大幅增加，总体涨幅扩大。

热点城市涨幅明显

数据显示，3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
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与上月相比，上涨
的城市有 62 个，二手住宅与上月相比上
涨的城市有54个。可以说，70个大中城
市中大多数城市房价出现了上涨。但
是，涨幅比较明显的仍集中在一线城市
和部分热点二线城市。

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
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涨幅
分别为3.3%、4.3%、2.9%、3.7%。值得注
意的是，有的二线城市涨幅较大，个别甚
至超过了一线城市。

3 月份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下降的 8
个城市分别是昆明、唐山、丹东、锦州、牡
丹江、常德、三亚和大理。

二手住宅价格方面，北京、上海环比
涨幅较高，分别上涨 6.3%和 6.2%，广州
和深圳分别上涨3.5%和4.7%。

3 月份，房价上涨的趋势比较明显。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
说，据测算，3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综合平均涨
幅均明显扩大，分别比上月扩大0.6个和
1.2个百分点。

调控强调因城施策

“尽管绝大多数城市房价环比都出
现上涨，但城市间涨幅差异仍然较大，上
涨过快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和部
份热点二线城市，其房价涨幅远高于其
他城市，其余二、三线城市房价走势相对
平稳。”刘建伟说。

针对一些城市房地产市场库存高企
的情况，2 月 2 日，央行和银监会发出通
知要求不限购城市首套房贷首付最低降
至两成，二套房贷降至三成。购房成本
的降低，有利于自住和改善型需求的住
户住房条件的改善。

近段时间，多省市针对去库存出台

相关政策。如辽宁省要求针对库存严
重 的 地 区 ，停 止 供 应 房 地 产 开 发 用
地。湖南省则宣布今年将开展全省土
地市场去存量专项行动，加大对闲置
土地的盘活再利用。四川省要求推进
房地产去库存，商品住房可售周期超
过 2 年的县(市、区)暂停商品住宅用地
供应。

而针对一线城市等热点城市房价
攀升，相关城市则出台政策，抬高购房
门槛，意图给火爆的楼市降温。比如，
上海 3 月 25 日出台政策将非户籍限购
缴纳个人所得税或社保年限从 2 年提
高至 5 年，同时二套房的首付比例提高
至50%，非户籍单身人士不再具有购房
资格。深圳在同一天发布的政策则是
将非户籍限购缴纳个人所得税或社保
年限从1年提高至3年。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
各地政策愈加体现“因城施策”的特征，
从目前市场看，去库存不仅仅需要促进
需求，也需要减少供应。从政策预期
看，减少库存过高城市的土地供应，有
利于从供应角度降低库存增量，也有利
于逐渐降低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依赖，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认
为，房价分化的走势还会延续，只不过
分化的程度，随着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
进一步完善会有所降低。总体来讲，我
国已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在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下，房地产市场
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违法违规将受整顿

今年前 3 个月，不仅住房销售价格
回暖，有关房地产的各项指标均处于全
面回暖的状态。1 月至 3 月，全国房地
产开发投资同比名义增长6.2%，增速比
1 月至 2 月提高 3.2 个百分点。商品房
销售面积 24299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3.1%，增速比 1 月至 2 月提高 4.9 个百
分点。商品房销售额 18524 亿元，增长
54.1%，增速提高10.5个百分点。

此外，1月至3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土
地购置面积 3577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1.7%，降幅比 1 月至 2 月收窄 7.7 个百
分点。

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对宏观
经济的稳定作用十分重要。正如盛来运
所言，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出现
了积极回暖的走势，确实对经济保持稳
定运行，取得一些积极变化作出了重要
贡献。

随着上海、深圳等城市出台调控措
施，从目前一线城市的市场反应看，成交
量和成交价格都有所“降温”。值得注意
的是，一些二线热点城市的房价攀升较

快，3月份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
上涨最快的城市都不是一线城市。业内
人士也提醒，一些二线城市地价攀升，楼
市投资客较多，风险值得警惕。

同时，房地产中介擅自发布房源信
息、违规群租、哄抬房价、阴阳合同、经纪
人员不良行为等也给市场带来了混乱，
为一些城市房价的过快上涨推波助澜，
各地应严查市场违规行为。住建部副部
长陆克华曾透露，今年住建部将开展针
对房地产中介机构违法违规行为的规范
与整顿。

3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城市占比近九成——

回暖态势明显 分化趋势延续
本报记者 亢 舒

本报北京 4 月 18 日讯 记者黄晓芳
报道：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今天发布的数
据显示，一季度全国主要监测城市地价增
速回升，一线城市住宅地价跟随房价快速
上涨，深圳、上海等10个城市地价增速超
过10%，处于快速上涨区间。

全国主要监测城市中，增速超过 7%
的城市有 17 个，较上一季度增加 5 个。
二线城市中，除工业地价同比增速微幅放
缓，其他用途地价增速均呈上升态势。三
线城市中，住宅地价环比略有放缓，同比
则保持上升态势。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地价所所长赵
松表示，当前国内经济开局良好，多项指
标表现好于预期，支撑地价上涨。同时，
货币政策宽松，社会融资规模和信贷扩
张，为地价增速回升准备了流动性条件。

数据显示，一季度宏观经济稳中向
好，工业企业利润、投资消费、价格指数等
生产面和需求面主要指标均出现一定改
善。同时，央行再次降准，房地产开发投
资增速转正，这些因素支撑了地价回暖。

监测结果同时显示，一季度地价市场
持续分化，一线城市和部分热点城市价格
明显上涨，三、四线城市库存仍然较高。

三大重点区域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各
用途地价增长率连续 3 年居于首位。分
类型看，一线城市各用途地价增长率显著
高于二、三线城市，不同类型城市地价增

速分化明显，分化态势由一、二、三线城市
的梯次差异变为一线城市“一枝独秀”。

由此导致房地产市场政策导向出现
分化，对于高库存问题较为明显的三、四
线城市，减少税费、放宽购房条件、扩大购
买群体等措施将有利于提振需求。对于
房价上涨的一线城市和热点城市，地方政
策则进一步收紧。

赵松表示，新兴产业发展提速，企业
经营收益改善，也带动用地需求出现回暖
态势，加之征地等新增建设用地的刚性成
本持续上升，推动了工业地价涨幅在低位
上有所扩张。

同时，受供地安排周期性和供地结构
调整影响，建设用地供应量降至 2010 年
以来单季度最低值，除交通水利基础设施
等其他用地同比供应上涨外，主要监测城
市土地供应总量及其环比、同比均有所下
降。在需求增加，供应减少的背景下，地
价自然出现上涨。

赵松表示，未来一线城市与部分人口
净流入明显的二线城市住房需求仍较旺，
库存压力相对较小，住宅地价上涨空间较
大。房地产市场库存“结构性”问题或将
导致商业服务和住宅地价走势产生分化。

专家表示，有关部门宜坚持审慎原
则，积极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增强
调控措施的针对性，避免“应急型调控”带
来的短期剧烈波动。

一线城市住宅地价上涨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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