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7 月 10 日 星期日

农历壬寅年六月十二
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经济日报社出版

今日 12 版

中 国 经 济 网 网 址 ：http://www.ce.cn 国 内 统 一 连 续 出 版 物 号 CN 11-0014 代 号 1-68 第 14237 期 （总 14810 期）

习近平给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老专家回信强调

推动文物活化利用推进文明交流互鉴
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

新 华 社 北 京 7 月 9 日 电 中 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7 月 8 日给中国国家博物馆的

老专家回信，在国博创建 110 周年之

际，向国博全体同志致以热烈祝贺和

诚挚问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我曾多次到国

家博物馆参观，留下了深刻印象。得知

国博在收藏、研究、展示、对外交流等方

面取得了新的进步，我感到很欣慰。

习近平强调，博物馆是保护和传

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文博工作者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文化自信，深化

学术研究，创新展览展示，推动文物活

化利用，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守护好、

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为

发展文博事业、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不断作出新贡献。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是 1912年

7月设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新

中国成立后，在天安门广场东侧新建中

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2003

年两馆合并组建中国国家博物馆，2012

年改扩建后正式对外开放，现有藏品

140余万件。近日，国博的 10位老专家

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介绍了国博 110

年来的发展历程，汇报了国博在藏品收

集、文物保护、展览展示等方面所做的

工作，表达了国博人牢记使命为文化强

国建设贡献力量的决心。

回 信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老专家们：

你们好！来信收悉。我曾多次到

国家博物馆参观，留下了深刻印象。得

知国博在收藏、研究、展示、对外交流等

方面取得了新的进步，我感到很欣慰。

值此国博创建 110 周年之际，我向你们

表示热烈祝贺！向国博全体同志致以

诚挚问候！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

重要场所，文博工作者使命光荣、责任

重大。希望同志们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坚定文化自信，深化学术研究，创新展

览展示，推动文物活化利用，推进文明

交流互鉴，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

文明优秀成果，为发展文博事业、为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

2022 年 7 月 8 日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习近平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逝世
向 日 本 首 相 岸 田 文 雄 致 唁 电

李克强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致唁电
新华社北京 7 月 9 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7 月 9 日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逝世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致唁电。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并以个人名义，对安倍晋三前首相突遭

不幸辞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向安倍晋三

前首相亲属表示慰问。

习近平指出，安倍晋三前首相在任

期间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进行了努力，

作出了有益贡献。我曾同他就构建契

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

识。我对他突然去世深感惋惜。我愿

同首相先生一道，根据中日四个政治文

件确立的各项原则，继续发展中日睦邻

友好合作关系。

同日，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教

授向安倍晋三前首相夫人安倍昭惠女

士致唁电表示哀悼和慰问。

新华社北京 7 月 9 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 7 月 9 日就日本前首相安倍

晋三突遭不幸辞世向日本首相岸田文

雄致唁电表示深切哀悼。

李克强表示，安倍晋三前首相曾经为

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我同他多次会晤，就促进两国关系进行有

益交流。我愿同岸田首相加强沟通对话，

推动中日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证监会日前发布消息称，进一步降低交易

所债券市场交易成本，对民营企业债券融资交

易费用应免尽免。此举旨在充分发挥债券市场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预计年均减免

金额达 1.6 亿元。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

性、不确定性上升，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是稳住

经济大盘的关键。其中，有效激发民营企业

投资活力，发挥其在稳投资、稳就业、稳增长

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是着力点之一。整体看，

民营企业投融资仍是薄弱环节。作为多层次

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债券市场是服务

实体经济融资的重要场所。债市支持民企融

资发展，意义重大。

截至今年 5 月末，我国债券市场总规模达

139 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公司信用类

债券规模为 32 万亿元，是实体经济融资第二

大渠道。相对于股票融资，债券融资具有成本

较低、可利用财务杠杆、保障公司控制权等诸

多优点，在国际资本市场更受企业青睐。我国

债市实行注册制，发债周期缩短，融资成本下

降，直接融资功能更强。

债券市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除了免除交

易费用、降融资成本之外，更重要的是突出市

场化原则，精准对接民企融资需求。比如，针

对科技型企业资产规模小、风险定价难度大的

问题，推出科创债，优先重点支持高新技术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民营企业发债；再如，针

对民企债发行难等问题，发挥市场化增信作

用，鼓励创设信用保护工具为民营企业债券融

资提供增信支持。

除了融资端，还有投资端。债券市场既要

大力支持优质的、短期有困难的民企挺过难

关，又要保护投资者权益，重视风险监测。换

言之，债券市场支持民营经济，不仅要“扶持”，

也要“防范”。一方面要在信用体系改革、对冲

工具、操作性问题等“痛点”领域大胆创新和优

化，切实为优质民企融资“拓渠道、增需求”；另

一方面，要以过去的教训为鉴，加强债券市场

法治建设，加强监管协同，强化风险防控。

比如，按照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强化准

入管理，完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加强对市场

异常交易情况、违约风险、整体杠杆率的跟踪

监测和信息共享，促进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

处置；强化信息披露监管，提升信用评级质量，

促进风险揭示和风险定价等。如此，才能在经

济不确定性增大的背景下，做到精准发力。

对于参与债市融资的民企来讲，需不断

加 强 公 司 治 理 ，提 高 经 营 质 量 ，依 法 依 规 进

行信息披露，不能盲目扩大杠杆，做到“知敬

畏、守底线、尽责任”。

债市服务民企重在精准

金观平

6 月份 CPI 同比上涨 2.5%——

上半年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本报记者 熊 丽

7 月 9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

示 ，6 月 份 全 国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指 数

（CPI）同比上涨 2.5%，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 6.1%。1 月份

至 6 月份平均，CPI 同比上涨 1.7%，PPI

同比上涨 7.7%。“上半年，在国际通胀居

高不下的背景下，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

稳，成绩来之不易。”中国宏观经济研究

院综合形势研究室主任郭丽岩说。

展望下半年，专家表示，预计 CPI

同比将温和上升，PPI 同比将延续回落

态势，全年物价有望保持稳定。同时，

要继续做好保供稳价，警惕输入性通胀

影响。

需求端有所恢复

“6 月份，我国疫情防控总体形势趋

稳向好，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居民

消费价格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

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表示。

同比看，CPI上涨 2.5%，涨幅比上月

扩大 0.4个百分点，主要是去年基数走低

所致。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2.9%，涨幅

比上月扩大 0.6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上

涨约 0.51 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

2.5%，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

影响 CPI上涨约 2.01个百分点。

据测算，在 2.5%的 CPI 同比涨幅

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 1.2

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 1.3 个百分

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涨幅比上月扩大 0.1个百

分点。

“扣除能源、食品影响，核心通胀环

比同比均改善，反映需求端有所恢复。”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郑后成认

为，三因素推升 6 月 CPI：一是能繁母

猪存栏在去年 6 月触顶以来持续下

行，市场对猪价进入上涨周期预期较

为强烈，企业压栏惜售以及二次育肥

推迟出栏，推升猪肉平均批发价；二

是受俄乌冲突持续影响，国际油价高

位 运 行 ，交 通 工 具 用 燃 料 推 升 CPI，

较前值上行 5.7 个百分点；三是居民生

产生活恢复正常，核心 CPI 较前值上

行 0.1 个百分点。 （下转第二版）

上半年 A股 IPO融资金额超 3000亿元——

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作用彰显
本报记者 马春阳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A 股市场共发

行 169 只新股，融资金额超 3000 亿元，与去

年同期相比大幅上升 48%。其中，科创板和

创业板占 A 股总融资额 65%，科创板融资额

首次超过主板，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

作用进一步彰显。

业内人士表示，在资本市场持续深化改

革的背景下，企业上市流程不断优化，科创

企业的上市渠道进一步畅通，资本市场示范

和聚集效应逐步形成，对于推动科创企业发

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融资功能明显强化

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本市场能够提供多种融资途径和多元融

资工具，对于促进资本形成、优化资源配置、

支持创业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近年来，在注册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背

景下，我国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得到明显强

化 。 普 华 永 道 发 布 数 据 显 示 ，今 年 上 半

年，A 股市场共发行 169 只新股，融资额达

到 3119 亿元人民币，虽然 IPO 数量比去年

同期减少了 31%，但融资额比去年同期上

升了 48%。

从上半年来看，不论数量还是融资额，

A 股市场 IPO 均超过全球其他各大资本市

场。具体来看，以融资额计算，上海证券交

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列全球第一和第二

大上市目的地。其中，上交所有 69 只新股，

融资 2105 亿元；深交所有 81 只新股，融资

986 亿元；北京证券交易所有 19 只新股，融

资 28 亿元。

光大证券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认

为，以注册制改革为龙头，我国资本市场持

续推进制度创新，科创板和创业板注册制的

实施以更大覆盖面、更强包容性为科技创新

企业赋能，让优质企业的上市渠道更为畅

通。同时，上半年包括中国移动、中海油在

内的大型 IPO 项目的首发募集也带动了融

资总额的上涨。

“强化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可以增强金

融供给和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适配性，对于

改善我国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和经济提质增效都至关重要。”

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表示，通过资

本市场融资，一方面，可以助力企业创新发

展。企业登陆资本市场之后，通过募集资金

扩大规模，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创新，助

力自身做大做强。另一方面，还可带动产业

转型升级，提升我国相关产业国际竞争力，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此外，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

部分，新三板市场上半年定向融资金额也实

现较大增长，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能力进一

步提升。王一峰表示，针对不同层级的中小

企业融资需求，我国通过构建新三板基础

层、创新层到北京证

券交易所以及沪深交

易所层层递进的市场

结构，强化了各市场

板 块 之 间 的 功 能 互

补，有效扩大资本市

场对不同层级企业的

服务能力，企业融资

需 求 进 一 步 得 到

保障。

支持科技创新力度增强

从上市板块和企业所属行业来看，资金

活水进一步流向科技创新类企业。数据显

示，按 IPO 数量计算，上半年创业板和科创

板分别以 68 只新股和 53 只新股排前两位，

共占 A 股 IPO 总数量的 72%。按融资额计

算，科创板以 1156 亿元居首，其次是上海主

板的 949 亿元和创业板的 871 亿元，科创板

和创业板占 A 股融资总额的 65%。

“从上半年 IPO 企业的行业来看，既包

括战略性新兴产业，还包括专精特新的中小

企业，对于科技创新有非常明确的引导和支

持。金融资源配置向科技行业倾斜，打造针

对性的产业金融体系，创新业务和产品模

式，积极推动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等无形资

产的价值识别能力建设。”王一峰表示。

（下转第三版）

本报北京 7 月 9 日讯（记者韩秉志）
近日，北京市 8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助企

纾困促进消费加快恢复的具体措施》，

推出 27 条举措，促进消费加快恢复。

在促进消费方面，北京将在汽车、

数字、服务、家装等重点消费领域加大

支持力度，密集推出北京数字经济体验

周、北京数字消费节、惠民文化消费季、

体育消费节等活动，推出一批“北京微

度假”目的地和骑行、体验游线路，还将

发 放 京 郊 旅 游 住 宿 消 费 券、体 育 优 惠

券、体验券，推出红色观影季、京郊寻

美、特色市集等文化活动。

在加快消费提质升级方面，北京将

发布全市商圈改造提升行动计划。从

今年 7 月起，北京将通过线上线下多种

方式，发放 1 亿元餐饮消费券，推动餐饮

市场有序复苏。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戴颖表示，此次推出的 27 条促消费举措

涵盖 7 方面内容，主要目的就是促进消

费加快恢复，助企纾困，稳增长、稳就

业、稳物价，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

展预期目标。

今年以来，北京相继出台 18 条加大

中小微企业帮扶力度措施和 45条稳增长

实施方案。截至 6 月 30 日，“融资纾困直通车”已向 684 家企业发

放融资共计 45.2亿元；截至 7月 4日，全市国有房屋租金减免政策

惠及 5.55万家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金额 80.8亿元。

推出二十七条举措

、发放一亿元餐饮消费券

北京加大重点消费领域支持

7月7日，建设者在引江济淮工程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段施工。引江济淮工程沟通长江、淮河两大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

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供水范围涉及安徽、河南两省55县（市、区），有望今年9月底试通水。 陈三虎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