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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银行首批投资参与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出资人民币20亿元。以此为契机，上海银行

正式发布《上海银行绿色金融行动方案》，设立200亿元专项信贷额度，将绿色金融服务范围进一步

延伸，构建“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将生态环境产业、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绿色消费、绿色贸易、

新能源汽车、物流运输等纳入服务范围。

本次投资是上海银行根据国家加快发展绿色金融的重大决策部署、结合业务发展规划作出的重要

布局，也是支持绿色产业发展、提升绿色金融供给服务能力的具体实践。

《上海银行绿色金融行动方案》明确绿色项目界定标准，除了聚焦传统绿色环保领域，将生态环

境产业、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绿色消费、绿色贸易、新能源汽车、物流运输等领域纳入“绿色金

融+”服务范围。为此，上海银行单列200亿元专项信贷额度，支持绿色金融发展，助力生态文明建

设。

上海银行推出绿色金融系列产品，聚集绿色信贷、绿色债券、供应链金融、科创金融、跨境贸

易、现金管理等领域，提供“绿色金融+”各行业、各生命周期和成长阶段企业一战式综合金融服

务，为绿色产业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围绕科创贷款、服务咨询、现金管理、产业链服务、投贷联动等五个维度，上海银行通过“海创

e家”服务平台，为绿色金融相关科技型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聚焦科创板支持的新材料、新能

源、节能环保等领域，培育一批优质的高成长性节能环保企业。

（数据来源：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发布绿色金融行动方案

·广告

上半年有色金属工业

呈探底恢复性向好走势
本报记者 崔国强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表示，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

消费总体将延续复苏态势
本报北京7月21日讯 记者冯其予报道：商

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在21日谈及今年上半年
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情况时表示，随着国内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
复，消费市场持续稳步回升。

数据显示，6月份商品零售额基本恢复到去
年同期3万亿元规模。其中，生活必需品消费保
持较快增长，粮油食品、日用品、药品销售同比分
别增长10.5%、16.9%和9.7%。消费升级类商品
消费明显反弹，通信器材、化妆品、家电销售分别
增长18.8%、20.5%和9.8%，增幅分别回升7.4个、
7.6个和5.5个百分点。1月至6月，全国商品零售
额15.76万亿元，同比下降8.7%，降幅比前5个月
收窄1.9个百分点。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
萍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半年生
活必需品消费保持了较快的增长。这一消费特
点在线上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在上半年实物
商品网上零售额当中，吃类商品的增长速度高
达38.8%。

同时，服务消费继续恢复。6月份餐饮收入
同比下降15.2%，降幅比5月份收窄3.7个百分
点，比3月份收窄31.6个百分点。6月份全国铁
路发送旅客1.66亿人次，环比增长9.4%。“服务消
费受到疫情影响较大，疫情使得容易引起聚集的
相关消费下降的幅度很大，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

消费回升的速度。”赵萍表示。
伴随网上消费较快增长，消费者的线上消费

习惯进一步增强。1月至6月全国网上零售额
5.15万亿元，同比增长7.3%，比前5个月提高2.8
个百分点。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4.35亿元，
同比增长14.3%，占社零总额比重25.2%，比前5
个月提高0.9个百分点。

网上消费的快速增长也带动了相关服务行业
的高速增长。6月当月，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
量、收入分别达74.7亿件和797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36.8%和 23.9%；上半年业务量、收入分别达
338.8亿件和3823.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2.1%
和12.6%。

此外，消费价格环比回落。6月份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2.5%。其中
消费品价格环比持平，同比上涨3.5%；服务价格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7%。1月至6月居民
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8%，比前5个月回落0.3个
百分点。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居
民消费逐步趋于活跃，但境外疫情仍在快速蔓延，
消费市场发展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下半年，
随着国内经济形势持续向好，扩大内需、助企纾
困、稳岗就业等系列政策进一步落地见效，促进消
费的措施不断发力，各种消费新业态新模式蓬勃
发展，消费总体将延续复苏态势。

本报北京7月21日讯 记者陈果静从中国人民银行获
悉：3月1日起至6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已减免
3.7亿元征信查询费，并将延长减免政策执行期限至今年12
月31日。

今年3月起，央行征信中心对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
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
司、融资租赁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民营银行、独立法人直销
银行等10类金融机构免收征信查询费。

统计数据显示，3月1日至6月30日，符合减免政策的
934家金融机构共查询个人信用报告3.6亿次，查询企业信用
报告229.2万次，征信查询费用减免约3.7亿元。其中，消费
金融公司减免约1.3亿元、民营银行减免约1.1亿元，小额贷
款公司减免约7000万元，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
村合作银行减免约4000万元。

在此期间，金融机构查询量大幅增长，费用减免政策效应
显现。2020年3月1日至6月30日，10类金融机构贷前审批
查询量明显上涨，贷后风险监测频度显著加强，征信查询量呈
现较大程度跃升，个人和企业信用报告查询量同比分别增长
82.3%、41.3%，在个人和企业征信系统全部金融机构查询量

的占比分别达到34.7%、12.4%。
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方面，消费金融公司查询1.3亿次，占

比35.5%；民营银行查询9788.5万次，占比27.2%；小额贷款
公司查询7162.8万次，占比19.9%；其他7类机构查询6251.7
万次，占比17.4%。按照查询原因分类统计，42.6%的查询用
于贷前审批，52.6%用于贷后管理，4.8%用于担保资格审查等
其他目的。

企业信用报告查询方面，民营银行查询107.1万次，占比
46.7%；农村信用合作社查询62.1万次，占比27.1%；农村商
业银行查询39.5万次，占比17.2%；其他7类机构查询20.6万
次，占比9%。按照查询原因分类统计，50%用于贷前审批，
36.8%用于贷后管理，13.2%用于担保资格审查等其他目的。

查询费减免惠及150.7万户企业和1.5亿个人，助力企业
纾困和消费重启效果明显。3月1日至6月30日，共查询了
150.7万户企业的信用报告，户数同比增长22.3%，为37.5万
户企业发放贷款198.3万笔，贷款金额约25837亿元，贷款笔
数和金额分别增长16.8%、4.6%。共查询1.5亿个人的信用报
告，为5785.5万消费者发放贷款1.2亿笔，贷款金额约37098
亿元，贷款金额同比增长3.4%。

助力企业纾困 提振消费信心

央行减免3.7亿元征信查询费
惠及150.7万户企业和1.5亿个人

7月21日，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举
行的今年上半年有色金属工业经济运行情况
发布会上，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贾明星表示，上半年有色金属工业呈
探底恢复性向好走势。

一季度有色金属工业运行指标大幅下
跌；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取得决定性成果，二季
度有色金属工业运行指标呈现出恢复性向好
的走势。

规模以上有色金属工业增加值恢复正增
长。上半年，规模以上有色金属工业增加值
由一季度同比下降 4.1%恢复到同比增长
0.7%。其中，有色金属矿业增加值下降
1.4%，降幅比一季度收窄4.7个百分点；有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加值由一季度下降
3.8%恢复到增长1.0%。

常用有色金属冶炼产量总体保持平稳增
长，矿山、加工产量恢复正增长。上半年，我
国10种有色金属产量为2928.2万吨，同比
增长2.9%,增幅比一季度扩大0.8个百分点；
6种精矿金属量268.7万吨，同比由一季度下
降7.1%转为增长2.5%。

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收窄。上半年，有色
金属工业（包括独立黄金企业）完成固定资产
总投资同比下降8.5%，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2.9个百分点。其中，矿山采选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下降2.5%，降幅比一季度收窄8.3
个百分点；冶炼和压延加工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下降9.6%，降幅比一季度收窄2个百
分点。

上半年，有色金属工业呈探底恢复性向
好的走势，离不开全行业的努力。贾明星初
步判断，下半年有色金属工业将继续保持恢
复性向好的态势。

贾明星对下半年有色金属工业主要指标
作了预测。“10种有色金属继续保持平稳增
长，矿山及加工产品有望保持持续增长，全年
有色金属产量总体有望略高于去年水平；有
色金属固定资产投资降幅逐步收窄，全年有
望与去年持平；国内市场主要有色金属价格
总体仍呈恢复性震荡回升态势；单月盈利有
望延续环比回升的态势，累计实现利润降幅
有望逐步收窄；国内下游产业对有色金属需
求有望逐步恢复。”贾明星说。

本报北京7月21日讯 记者亢舒报道：7月
21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副部长黄艳介绍，《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要更多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

改造资金从何而来？黄艳介绍，为了切实帮
助地方解决困难，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银保
监会、自然资源部等各个部门，都从支持多渠道筹
资、加快审批、整合利用存量资源等方面给予了非
常有力的政策支持。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刘世
虎介绍，2019年起，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纳入保
障性安居工程，中央给予资金补助。2019年计划
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9万个，国家发改委分两批
在中央预算内投资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中安排
250亿元予以支持；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计划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中央预算内投
资安排543亿元，目前已经全部下达完毕，实现了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翻番，中央预算内投资安
排翻番”。

刘世虎说，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中央预
算内投资主要支持供水、排水、道路等与小区相
关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养老、托育、无障
碍、便民服务等小区及周边的配套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

财政部综合司负责人赵志红介绍，中央财政
2019年和2020年分别安排了300亿元和303亿
元，支持地方用于老旧小区改造。截至目前，2020
年的补助资金已经完全下达。

社会力量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发挥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尤其是在很多提升类的改造项目里，其作
用是不可或缺的。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是能够让
老旧小区改造持续推动的关键。

赵志红介绍，在税费政策方面，出台了一系列

支持老旧小区改造的政策。一是对参与政府统一
组织的老旧小区改造的专业经营单位，对其取得
所有权的设施设备等配套资产改造所发生的费
用，可按规定计提折旧在税前扣除；所发生的维护
管理费用，可按规定计入当期费用税前扣除。二
是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对为社区提供养老、托育、
家政等服务的机构，提供相关服务取得的收入可
以按规定免征增值税，并且减按90%计所得税应
纳税所得额。三是对用于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
政服务的房产、土地，可以按规定免征契税、房产
税等税费。

刘世虎介绍，要创造条件引入社会资本。各
地方应建立存量资源整合利用机制，合理拓展改
造实施单元，盘活存量房屋设施和低效土地，统筹
小区内地下空间、公共房屋、闲置的堆煤场和锅炉
房，以及小区周边公共
房屋和低效利用的工
业用地、非住宅用地、
空地、荒地以及厂房
等，以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等模式，工程总承
包等方式引入社会资
本参与改造建设，主要
用于提供养老、托育、
停车等公共服务设施，
加快解决“一老一小”
和停车难等民生难题。
对加装电梯、养老、托
育、停车、便民市场等
有一定盈利的改造内
容，鼓励社会资本专业
承包单项或多项。

黄艳介绍，在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中，养
老、抚幼、商业、菜市场

等的改善提升，一方面政府要给政策支持，另一方
面，需要政策等方面的长线保障。不像过去房地
产开发，回收期短，老旧小区改造的回收期可能长
达10年至15年。所以，参与到老旧小区改造的
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在漫长的回收期中，政策要
给予其稳定保障的预期。

老旧小区改造是一个改善老百姓最切实生活
条件的惠民工程，光靠政府财政投入不可持续，应
由政府、居民、社会力量各方共担。黄艳说，老旧
小区改造的主体是居民。

刘世虎说，小区居民出资可通过直接出资、使
用住宅专项维修基金、让渡小区公益收益等方式
实现。鼓励小区居民通过个人捐资捐物、投工投
劳等支持改造。鼓励有需要的居民结合小区改造
进行户内改造或装饰装修、家电更新。

本版编辑 郭存举 张 可 董庆森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多部门解读——

鼓励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老旧小区改造
本报海口7月21日电 记者潘世鹏报

道：记者从21日海南省新闻办举行的2020
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海南省经济形势自2月份触底后逐月改
善。农业生产保持回升态势，工业生产降幅
继续收窄，服务行业整体持续向好，固定资产
投资保持增长，市场消费不断回暖，经济运行
总体呈回升态势。

免税品、汽车带动消费市场回暖。上半

年，海南省离岛免税品零售额85.72亿元，同
比增长30.7%；其中，6月份零售额22.99亿
元，同比增长235%。旅游消费逐步回升。
全省接待游客人数1966.43万人次，旅游收
入 227.68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49.0%、
53.6%，降幅比一季度分别收窄 12.9 个和
10.3个百分点。全省实际利用外资3.20亿
美元，同比增长98.7%；新设项目数202个，
增长23.9%。

本报兰州7月21日电 记者赵梅报道：
“今年上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0%，增速高于全国7.1个百分点。”21日，在
甘肃省新闻办召开的2020年上半年全省经
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甘肃省发改委党
组成员、副主任朱维昌介绍说。

据介绍，今年以来，甘肃省加大重大项目
开复工调度，持续推进落实“三个清单”，实行
省列重大项目日调度、重点投资项目周调度
制度，分类推进项目复工开工建设，并加强重

点项目投资调度等措施，持续优化项目审批
服务工作，全面实行“网上办事”“不见面审
批”，进一步提高了审批效率。

同时，甘肃积极争取国家资金支持工作，
目前，已争取国家累计下达甘肃省2020年新
增专项债券额度614亿元，较2019年增加
246亿元；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128亿元。
随着国家政策资金的拨付使用，一批重大项
目加快开工建设进度，为固定资产投资稳步
回升奠定坚实基础。

本报拉萨7月21日电 记者代玲报道：
今年上半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民间投资等4项主要经济指
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数据显示，上半年，西
藏全区实现生产总值838.38亿元，同比增长
5.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151

元，增长8.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4425元，增长10.4%；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63.7%。除这4项经济指标增速全国第一外，
上半年西藏电信业务总量累计完成167.6亿
元，同比增长66.1%，高于全国平均增速37.4
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国第一。

海南离岛免税品销售额大增

甘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快

西藏多项指标增速全国第一

程 硕作（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