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 注 2016年6月8日 星期三 5

国务院督查组回应民间投资增速回落等热点话题——

为民资拆门槛减包袱清路障
本报记者 顾 阳

本版编辑 胡文鹏

前 4个月欧盟在华新设企业 555家

外资对华经济前景有信心

高 考 催 热 钟 点 房
本报记者 郑 彬

又是一年高考季。与高考关注度一同热起来
的，还有经济型酒店的钟点房预订。途牛旅游网监
测数据显示，6 月 7 日至 9 日高考期间，途牛酒店
预订量环比上月增长约 230%，部分酒店预订量同
比增长高达 6 倍。特别是高考考场周边的钟点房，
更是一房难求。

记者走访发现，高考考生家长选择钟点房主
要有两点考虑。其一，可免去考生在路上来回奔
波 之 苦 ， 让 考 生 得 到 足 够 休 息 ， 以 最 佳 状 态 迎
考。其二，不少家长担心送考路上遇到交通拥堵，
影响考试。

途牛酒店事业部总经理俞轩表示，高考期间预
订钟点房的用户首要看重酒店位置是否在考场周
边，同时，用户也很关注酒店环境和服务质量。综
合来看，考场周边快捷酒店能较好满足考生家长的
这些需求，因而预订量均有大幅增长。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不少酒店针对钟点房预
订热也推出了更多人性化服务。比如一些酒店推出
免费接送考生服务，并给考生提供铅笔、纸、牛
奶、风油精等。

“目前，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部门正在对 9 个督查组、4 家第三
方评估和专题调研单位提交的督查报
告、评估报告和问题清单进行深入分析
研究，逐条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在国
新办 6 月 7 日举办的新闻吹风会上，国务
院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专项督查组一
组组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勇说。

从 5 月 20 日起，国务院派出 9 个督
查组赴 18 个省区市开展为期 10 天的实
地督查。与此同时，国家发展改革委经
国务院批准又派出了 6 个督查组，对除
西藏之外的 12 个省份进行督查。目前，
督查已经全部结束。

隐形门槛依然存在

“总体看，民间投资增速回落既有
老矛盾，又有新问题，既有市场需求变
化和投资空间压缩带来的影响，又有政
策落实和机制体制原因，还有企业自身
发展的因素。”张勇说。

结合各督查组的反馈，导致民间投资
增速回落的 4 大因素已基本清晰：一是市
场需求不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民间投
资信心不足；二是部分政策配套措施不完
善、落实不到位，隐形门槛、身份歧视仍然

存在；三是一些地方政府管理服务存在缺
失疏漏、监管不力等问题，影响了民间投
资积极性；四是民企资金、人力、水电气等
各种成本居高不下，民间投资意愿不足。

在梳理存在问题的同时，各地在促
进民间投资方面也探索出大量有效的经
验和做法。例如，在加强对民间投资引
导扶持方面，有的地方成立了省委常委
任组长的领导小组，统筹协调解决问
题；在放宽市场准入方面，有些地方已
经将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对民资大幅开放。

融资渠道亟待拓宽

民企负担较重是制约民间投资的重
要因素，其中税费负担又是反映比较集
中的问题之一。

国务院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专项
督查组四组组长、财政部副部长刘昆表
示，中央采取了营改增、清理规范收费
基金、鼓励科技创新投资等多项举措降
低企业税费，这些都是真金白银、实实
在在的举措。“之所以企业的获得感不
强，客观上看是因为企业目前的经营环
境确实比往年差一些，在利润没有以前
那么高的情况下，税费减少了也还是觉

得负担比较重”。
刘昆表示，今后将继续清理行政性

收费，推动税收政策落地，调整部分可
达性不高的优惠政策。企业也要不断提
高管理水平，以适应营改增带来的变
化。他透露，目前财政部正会同住建
部、人社部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清
查、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差异化管理等，
进一步降低企业负担。

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民企反映比
较突出的问题。张勇指出，一方面是银
行经营风险的控制问题，一方面是民企
缺乏抵押、担保能力的问题，“福建、江西
等地政府对此做了大量工作，拿出预算
内资金，组建应急周转基金，帮助企业通
过连连贷、续贷通等，解决融资难题”。
他表示，下一步，应给企业提供更多的直
接融资渠道，包括上市和发行企业债券，
使企业融资多元化、多渠道。

政策措施仍需统筹

近年来，中央财政会同相关方面大
力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改
革，对促进民间投资起到了明显作用。

“虽然 PPP 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认同度较高，但督查中还是发现了一些

共性问题。”刘昆举例道，由于 PPP 方面
的立法缺位，许多部门都出台了政策措
施，但统筹不够，各地在执行中觉得部门
之间的政策比较难以适应。此外，不少
企业家反映，优质 PPP 项目资源基本上
都被国企垄断了，民企要投入 PPP 项目
难度比较大，特别是参与好项目比较困
难；与此同时，个别地方政府合同意识较
差，承诺不兑现等现象也时有出现。

针对上述实际，中央财政将加快推进
PPP 建设，加强政策协调和统筹。落实好
PPP 财政支持政策，使 PPP 基金、财政奖
补等政策落到实处。与此同时，还要提升
政府履约守信的意识，畅通民营企业参与
的通道，使民间投资通过 PPP 方式真正有
效进入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市场。

“目前，吉林省已建成的 66 座污水
处理厂中，有三成是由民间资本投资建
设运营，供热企业中的 91.7%为民营企
业。应该说，民营资本进入的领域正在
不断变宽。”国务院促进民间投资健康
发展专项督查组三组组长、工信部副部
长冯飞同时指出，公共基础产品具有周
期长、投资回报率相对稳定的特点，如
何使得市场环境更加稳定、未来可预
期，如何让企业的投资利益得到有效保
证，是民营企业最关注的一些问题，也
直接影响到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5 月份外汇储备逾 3.1 万亿美元，较 4 月份减少 279 亿美元。专家认为——

资本流出规模较小 外汇储备承压不大
本报记者 张 忱

5月份，我国外汇储备环

比出现小幅下降，主要是由估

值效应和资本流出导致的。专

家表示，这并不会对外储带来

大的压力。与此同时，CFETS

人民币汇率、参考BIS货币篮

子和SDR货币篮子的人民币汇

率，出现两升一贬，表明人民币

汇率根据市场供求变化自发调

节、双向浮动的特征更加明显，

不会出现单边走势——

本报北京 6 月 7 日讯 记者冯其予报道：商务部
新闻发言人孙继文在今天召开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
今年前 4个月，欧盟 28国在华新设企业 555家，同比
增长 5.1%，实际投入外资 221 亿元 （折合 35 亿美
元），增长 41.9%，欧盟企业在华投资和增资的大项
目增多。“这充分说明中欧经济互补性强，合作基础
牢固，反映出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和投资环境
的信心。”孙继文说。

孙继文指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结构、
质量方面出现积极变化。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6.7%，在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前 4 个月，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长 10.3%，实际使用外资增长 4.8%，非
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增长 71.8%，新的增长动力不断
涌现。联合国贸发会议不久前调查显示，2016 年和
2017年中国继续位列最具前景的投资目的国首位。

在回应所谓“中国对外投资在所在国造成生态环
境恶化”时，孙继文表示，在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带
动当地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政府要求“走出去”企
业在东道国法律框架内，依法、合规开展经营活动，
积极履行就业、环保等社会责任。商务部会同环境保
护部制定了 《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鼓励在
境外经营的企业秉承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理念，发
展低碳、绿色经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自身
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合
作，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化经营水平，促进了当地的就
业与发展，实现了互利共赢。

本报北京 6 月 7 日讯 记者杜芳报道：今天，国
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发布 《2015 年
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报告》。报告显示，全国知识
产权综合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国际排名进一步提高。
据该中心主任韩秀成介绍，2010 年以来，全国知识
产 权 综 合 发 展 指 数 稳 步 上 升 ， 至 2015 年 已 达 到
187.35 分。其中，知识产权创造发展指数为 164.83
分；运用发展指数 174.48 分；保护发展指数达到
211.75分，环境发展指数 198.34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将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有力推动了知
识产权创造发展指数的增长。韩秀成说：“特别是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后，各地纷纷设立创业基
金，对众创空间、小微企业等给予支持，为创业创新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空间。”

在分析其他 3 项指数时，韩秀成表示，知识产权
保护发展指数上升幅度明显，代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
上了一个新台阶；运用发展指数虽然随着经济增长下
行压力增大而出现增速大幅放缓，但是其与我国经济
发展趋势相关度比较高；环境发展指数上升较快，主
要得益于知识产权制度环境的不断优化，服务机构、
人员数量逐年稳步提升以及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快速
提高。

从报告来看，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主要集中在东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
福建多年排名位居前列。据介绍，这些地区经过较长
时间的发展，知识产权工作成熟度越来越高，各方面的
规划性、协调性更好，已形成知识产权发展较好的良性
循环。而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水
平虽然不及东部，但潜力巨大。从综合指数得分来看，
近 6 年，中部的安徽、湖北两省年均增幅分别达 5.32%
和 5.28%；西部的陕西，年均增幅达到 4.60%。

从国际来看，我国知识产权国际地位快速提升，
2008 年至 2014 年，我国排名逐年上升，在 40 个样
本国家中从第 19 位快速跃升至第 8 位。但市场环境
指数和文化环境指数增速不快，指数发展不均衡现象
依然存在。

据了解，全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指数以 2010 年
为基期年份，设置 2010 年综合及创造、发展、保
护、环境等各分项发展指数为 100 分，并对 2010 至
2015年的全国数据进行测算。

数量质量效率均增长

我国知识产权排名跃至第8位

中国人民银行 6 月 7 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5 月份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1917.36
亿美元，较 4月份的 32196.68亿美元减少
279.32亿美元。此前两个月，外汇储备曾
出现小幅上升，3月和4月分别上升102亿
美元和70亿美元。业内人士认为，外汇储
备 5 月份由升转降，主要由估值效应和资
本流出导致，但资本流出规模较小，近期
不会对外汇储备带来较大压力。

国泰君安分析师徐寒飞表示，5 月份
外储的回落主要原因是美元上涨。美元指
数 5 月份大幅上涨 3%，造成估值损失
250 亿至 300 亿美元，由此带来的 5 月中
国外汇储备的回落，并不对应实际的外储
消耗。瑞银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
家汪涛，鉴于 5 月份欧元和日元对美元贬
值明显，估计主要储备币种汇率变动会对
外汇储备产生 250 亿美元以上的估值损
失，与 4 月份 130 亿美元的正向估值贡献
形成鲜明对比。不过，预计 5 月份外贸顺
差扩大应可以部分支撑外储积累。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分
析师闫玲认为，当前，国内外汇市场供求
失衡和央行的干预力度仍属温和。虽然 5
月份的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为 1.5%，但
央行外汇储备的降幅并不大，这反映出投
资者对于汇率波动的适应力和耐受力增
强，外汇市场供求失衡和央行外汇干预的
力度不大。近期汇率波动更多是市场因素
变化所驱动，而非所谓“政策引导”。

除了估值效应，资本流出也是外汇储备
由升转降的原因。但市场人士认为，由于个
人换汇和企业换汇的规模目前都处于可控
范围，5月份资本流出对外储的影响有限。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认为，个
人换汇不再是市场压力。年初个人 5 万美
元的换汇额度刷新后，预期人民币进一步
贬值的居民纷纷买入美元。一旦个人开始
集中购汇，机构参与者就更加担心外储充
足度并增加购汇力度。这一循环目前已被
打破，一方面，随着人民币后续走强，不
少购汇者一度蒙受了损失，个人换汇需求
趋于理性；另一方面，对人民币仍持悲观

看法的另一些居民则可能已经用掉了今年
的换汇额度。

知名外汇专家韩会师认为，此前外汇
管理部门加强了相关检查，在严格的实需
原则管理下，企业正常运营所产生的购汇
需求难以提前集中释放，即使有些企业有
做空人民币的想法，也很难立即转化为境
内市场的高额购汇。出口企业的结汇动力
虽然至今仍然比较疲弱，但继续压缩结
汇，囤积美元的成本已经变得越来越高，
使得结汇市场很难进一步大规模萎缩。

韩会师表示，这样的结售汇格局导致
结售汇即使出现逆差，规模也必然较小，
只要个人购汇市场不发生过大的恐慌性购
汇，资本流出就不会给外汇储备造成沉重
的存量资产抛售压力。

5 月份，以 SDR 计价的外汇储备为
22751.33 亿 SDR，较 4 月份增加 34.9 亿
SDR，结束了 1月以来的连续下降。

徐寒飞认为，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
下降规模有限，而以 SDR 计价的外储数
据出现回升，说明资本流动仍在改善。近
期资本流动受短期汇率波动的影响在减
弱，这一方面反映了央行已经基本不再干
预短期汇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私人部门
汇率预期趋于理性，汇率波动“眩晕症”
显著减轻。

梁红则表示，在中间价形成机制更透
明的情况下，市场可以容忍并适应更大的
汇率波动，而不至于引发激烈反应。现在
中间价形成机制非常透明。央行已明确人
民币中间价遵循“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
汇率变化”的形成机制。在新框架下，市
场了解人民币波动是有界限的。

对于未来的人民币汇率和资本流动变
动趋势，谢亚轩认为，随着市场对美联储
政策不确定性，包括英国脱欧这个风险事
件的担忧，资本流入的动力进入 5 月份以
来有所减弱。近期人民币还会保持弱势，
外汇市场仍然是美元的供应小于需求，但
供求失衡的程度要远小于去年底和今年 1
月份。在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之前，中国
的跨境资本流动以震荡为主。

最近 3 个月，外汇储备两升一降，

总体规模虽然减少，但相对于去年末今

年初的情形，这种变化当属于较为平

稳。尤其需要注意的是，5 月份美元指

数明显走强，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出

现贬值，在这样的背景下，外汇储备仍

未出现大规模缩水。这说明，在波动面

前，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和资本流动并未

形成一致的悲观预期，对汇率形成机制

这个“锚”也更加心中有数。

一段时间内，外汇储备增减、汇率

升贬，均属正常。市场参与各方通过充

分的交易，让不同的观点和预期充分碰

撞，可以发现合适的价格，实现市场基

本平衡。这也是我国的汇率机制“以市

场供求为基础”的题中应有之义。然

而，在中间价与即期价格同时存在、市

场对央行何时出手管理汇率仍有疑惑

的情况下，普通投资者对“以市场供求

为基础”涵义的理解不透彻，对汇率市

场形成机制有“雾里看花”之感，以至于

出现盲动。

自央行近期详解中间价的“收盘汇

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机制之后，

这种情况发生了明显改善。根据即期

汇率收盘价和主要货币（一篮子货币）

的汇率变化，相当多的市场人士不仅可

以对第二天中间价的变化方向进行预

判，还可以估算大致的变化幅度。

定性定量的预判，让汇率定价更加

透明，让市场参与者心中有了“锚”。只

要保持对一篮子货币基本稳定，无论对

美元短期走强还是走弱，人民币汇率都

会在一个有顶有底的区间波动，不会出

现单边走势。因此，投资者完全无需盲

目购汇，而外汇储备也不会大幅缩水。

心中有“锚”外储稳
张 忱

本报北京 6 月 7 日讯 记者陈果

静报道：中国货币网公布的数据显示，
5 月份人民币汇率指数小幅升值。5 月
31 日 ，CFETS 人 民 币 汇 率 指 数 为
97.15，较 4 月末升值 0.03%；参考 BIS
货币篮子和 SDR 货币篮子的人民币汇
率指数分别为 98.44 和 96.21，分别较 4
月末升值 0.39%和贬值 0.86%。

货币网评论员认为，三个人民币汇
率指数两升一贬，显示人民币对一篮子
货币汇率继续保持基本稳定。

5月份以来，随着美联储加息预期再
度升温，美元指数由跌转升，全月上涨

3.0%。在美元对其他货币升值的情况
下，按照“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
化”的形成机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
价有所贬值。不过，由于近期其他新兴
市场货币受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影响更
大，对美元跌幅大多超过 2%，明显高于
人民币对美元1.5%的贬值幅度，人民币
对主要新兴市场货币反而有所升值。

货币网评论员指出，5 月份以来尽
管受外部因素影响人民币对美元双边
汇率有所贬值，但市场预期仍保持了相
对稳定，人民币汇率根据市场供求变化
自发调节、双向浮动的特征更加明显。

人民币汇率指数两升一贬
双向浮动特征更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