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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更多人才归国圆梦
近日，在 2022 深圳全球创新人才论坛上，

著名生物学家颜宁宣布将辞去美国普林斯顿大

学教职，回国创立深圳医学科学院。“颜宁归国”

消息引发关注,“颜宁效应”迅速蔓延，有投资机

构人士表示，如果颜宁教授有项目有融资需要，

相信竞争将十分激烈。

这是颜宁二度归国。45岁的颜宁科研履历并

不复杂，却可称优秀。她在清华大学完成本科教

育，在普林斯顿大学拿到博士学位。2007 年首度

归国，她在清华大学当了10年教授，硕果累累：科

研成果两次入选《科学》评出的年度十大进展，本

人还因在蛋白质结构方面的突出贡献而入选《自

然》杂志评出的“中国科学之星”。事业蒸蒸日上之

时，颜宁于 2017 年再度赴美，任普林斯顿大学教

授，并在此期间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5 年前颜宁赴美发展一事，曾被一些人评

价为中国科研环境不佳、留不住顶尖人才；又被

极少数人解读为科学家爱国之心不够坚定。其

实这两种看法都失于偏颇。

在科技界，高层次人才跨国自由流动是常

态，很多发达国家的顶尖人才都有类似经历。

曾经，优秀青年赴海外深造，学成一身本领后回

来报效祖国，是大家习以为常的中国科学家故

事。颜宁的来去自如，跳出了传统叙事框架，让

一些人产生质疑。其实，质疑大可不必。近年

来，中国对世界顶尖人才的吸引力不断提升，以

优越的科研环境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吸引人才，

为顶级人才提供一展所长的圆梦舞台，与人才

互利共赢，是中国科研实力进阶的表现。未来，

开放的大门还将越开越大，中国将继续扩大国

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

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圆梦”对顶尖科技人才的吸引力之巨大，从

颜宁的归国动机中就能看出来。在宣布回国的演

讲中，颜宁表示，在清华和普林斯顿任教是她人

生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职业梦想，都实现了；这次

回国是要实现第三个梦想，广招全球人才，协助

深圳创建一个未来能在世界生物医药版图上占

据重要席位的医学科学院。

深圳医学科学院不定编制、不定级别、自主设岗，遵循理事会治理、学术

自治原则，是一所集科研、转化、经费资助、学生培养等功能于一体的新型研

发机构。这样灵活的运作机制为雄心勃勃的颜宁提供了有足够吸引力和自由

度的舞台。

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纵观

世界近现代史，每一次大国崛起，都与人才竞

争和科技突破密不可分。中国要加快建设世

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聚天下英才而用

之，势必要给天下英才提供成就梦想的平台。

伟大事业呼唤人才，伟大时代造就人才。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将与中华儿女的个

人梦想同频共振，互相成就。相信颜宁不会是

个例，期待未来会有更多“颜宁”感受到中国引

力，在中国实现人生梦想。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2022 年 10 月份，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净

新增抵押补充贷款 1543 亿元。期末抵押

补充贷款余额为 28024 亿元。

抵押补充贷款，即 PSL，是指经国务院

批准，为支持国民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

节和社会事业发展，人民银行以质押方

式向金融机构提供的大额融资。与逆回

购、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

（MLF）、再贷款等均属于央行货币政策

工具。央行于 2014 年创设 PSL，主要服

务于棚户区改造、地下管廊建设、重大水

利工程、“走出去”等重点领域。发放对

象为开发银行、农发行和进出口银行。

对属于支持领域的贷款，央行按贷款本

金的 100%予以资金支持。另外，PSL 属

于阶段性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近年来，尤其是 2020 年 2 月份以来，

PSL 一直表现为净偿还。但今年 9 月份

PSL 净新增 1082 亿元，10 月份净新增规

模进一步上升至 1543 亿元。历史对比看，

单月 1000 多亿元的净新增额也处于较高

的水平。对此，业内人士认为，此举有望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薄弱环

节、重点领域融资支持，有助于缓解融资

压力，带动有效投资，助力稳定宏观经济

大盘。

“目前我国经济处于恢复的关键节

点，PSL 工具类似于专项再贷款，能够为

特定银行提供长期限、低成本资金，引导

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薄弱环节、重点

领域和社会事业发展。同时，有助于降

低财政支出压力，通过投放长期限流动

性，定向投放信贷，也有助于货币政策疏

通传导。”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

员周茂华说。

在业内人士看来，在财政政策发力

的同时，准财政性质的政策性金融再度

发力稳增长。其措施包括创设 6000 亿元

以上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新增 8000

亿 元 支 持 基 础 设 施 的 贷 款 额 度 、新 增

2000 亿元保交楼专项借款等，而 PSL 可

能用于支持上述领域。

“PSL 很 可 能 用 于 支 持 保 交 楼 的

2000 亿元全国性专项借款。考虑到 PSL

一直主要投入房地产相关领域，且政策

性金融机构已经正式入场来化解房地产

问题，PSL 有望为政策性银行提供负债资

金来源，帮助房地产长效机制政策工具

更快更好落地。”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明明表示，考虑到历史上 PSL 也会用于

地下管廊、重点水利工程等项目，因此不

排除 PSL 用于基建等项目的可能。如果

PSL 资金用于支持基建项目，那么未来

PSL 新增的规模可能会更高。

民生证券分析师谭逸鸣也认为，新

增的 PSL 投向保交楼的可能性更大。他

在研究报告中称，就当下而言，考虑到政

策性银行是 PSL 主要发放对象，且其今

年以来也是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重要抓

手，PSL 资金可以为政策性金融机构补充

负债以助力保交楼。

东 方 金 诚 首 席 宏 观 分 析 师 王 青 认

为，此次 PSL“重出江湖”，支持基建投资

的可能性更大。“毕竟，支持地下管廊建

设、重大水利工程等基建项目投资更能

体现 PSL 期限长、成本低的政策工具属

性，而‘保交楼’专项借款很大程度上具

有短期救助特征。”

6 月 1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对

金 融 支 持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要 调 增 政 策

性 银行 8000 亿元信贷额度。6 月 29 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运用政策性、开

发性金融工具，通过发行金融债券等筹

资 3000 亿元，用于补充包括新型基础设

施在内的重大项目资本金。8 月 24 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指出，在 3000 亿元

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已落到项目的基

础上，再增加 3000 亿元以上额度。

“无论是支持基建项目还是保交楼，

都是人民银行引导政策性金融机构加大

对重点领域融资支持的举措，将进一步

夯实四季度稳增长的基础。”王青认为。

明明表示，总体而言，PSL 的投放无疑是

重要的“宽信用”信号，预计后续央行将

继续引导金融机构保持贷款总量增长的

稳定性，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大概率突

破 21 万亿元；而社融同比增速也有望扭

转此前下行趋势。

业内预计，接下来，货币政策在维持

合意融资环境的同时，将强化结构性货

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加大对受疫情影响

较大的行业和企业的支持力度，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力度预计将进一步加大。

时隔两年半 PSL出现净新增——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加大
本报记者 姚 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