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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今日导读

前2个月减税降费4027亿元
积极财政加力仍有空间
..............................A3版

证券公司外资股比限制
今起取消
..............................B1版

据中国政府网 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 3月 3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确定再提前下达一批地方政府专
项债额度，带动扩大有效投资；部署
强化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要求
加大对困难群体相关补助政策力度。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以来，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相继出台一系
列保供、助企政策，在有效防控疫情
同时有力推动了复工复产。当前面
对国内外疫情和世界经贸形势急剧
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
的新挑战，要进一步加大财政货币政
策调节力度，采取多方面措施，着力
扩内需、助复产、保就业，帮助各类企

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外贸企业、个
体工商户渡过特殊难关，保障基本民
生。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增加地方政
府专项债规模，扩大有效投资补短
板。要在前期已下达一部分今年专
项债限额的基础上，抓紧按程序再提
前下达一定规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原则，对重点
项目多、风险水平低、有效投资拉动
作用大的地区给予倾斜，加快重大项
目和重大民生工程建设。各地要抓
紧发行提前下达的专项债，力争二季
度发行完毕。

会议确定了进一步强化对中小

微企业普惠性金融支持措施。一是
增加面向中小银行的再贷款再贴现
额度1万亿元，进一步实施对中小银
行的定向降准，引导中小银行将获得
的全部资金，以优惠利率向量大面广
的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支持扩大对
涉农、外贸和受疫情影响较重产业的
信贷投放。支持金融机构发行 3000
亿元小微金融债券，全部用于发放小
微贷款。二是引导公司信用类债券
净融资比上年多增1万亿元，为民营
和中小微企业低成本融资拓宽渠
道。三是鼓励发展订单、仓单、应收
账款融资等供应链金融产品，促进中
小微企业全年应收账款融资8000亿

元。四是健全贷款风险分担机制，鼓
励发展为中小微企业增信的商业保
险产品，降低政府性融资担保费率，
减轻中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负担。

会议指出，当前对低收入群体特
别是困难群体加大保障力度十分紧
要。会议确定，一是从3月到6月，将
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
钩联动机制的每月价格临时补贴标
准提高 1倍，并将孤儿、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和符合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
纳入政策范围。增加的补贴资金由
中央财政按比例补助和在失业保险
基金列支。上述政策覆盖人群超过
6700万人。二是将受疫情影响的困

难群众纳入低保、特困人员供养和临
时救助等政策保障和就业援助范
围。确保城镇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
和农民工临时生活补助发放。抓紧
研究失业保障提标扩围政策。

为促进汽车消费，会议确定，一
是将年底到期的新能源汽车购置补
贴和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延长 2
年。二是中央财政采取以奖代补方
式，支持京津冀等重点地区淘汰国三
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三是对
二手车经销企业销售旧车，从 5月 1
日至2023年底减按销售额0.5%征收
增值税。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强化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
再提前下达一批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

本报记者 苏诗钰

3月31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
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
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数据显示，中国
采购经理指数在上月大幅下降基数上
环比回升，其中，制造业PMI为52.0%，
比上月回升16.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
务活动指数为52.3%，比上月回升22.7
个百分点；综合PMI产出指数为53.0%，
比上月回升24.1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负
责人表示，采购经理指数是环比指
数，反映的是本月比上月发生的经济
变化情况，变化幅度与上月基数有很
大关系。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
我国经济形成严重冲击，尤其是2月
份采购经理指数跌至历史最低点。3
月份，我国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
效。截至3月25日，全国采购经理调
查企业中，大中型企业复工率为
96.6%，较2月25日调查结果上升17.7
个百分点，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
3月份制造业PMI、非制造业商务活
动指数和综合PMI产出指数在2月份
大幅下降基数上环比回升，这些数据
表明3月份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与2月
份相比发生了明显的积极变化。

上述负责人表示，3月份采购经
理指数较2月份明显上升是反映当前
多数企业随着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
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比上月有所改善，
但并不意味着企业的实际生产经营
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通常情况下，
当PMI连续三个月以上同向变化时，
才能反映经济运行的趋势性变化，仅
仅单月数据升至荣枯线上，并不能判

断我国经济已完全恢复正常水平，还
需持续观察。

非制造业PMI方面，服务业总体回
暖。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1.8%，比
上月回升21.7个百分点。从市场预期
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8%，较上
月回升17.1个百分点，其中邮政快递、
零售、电信等行业均高于总体。生活
性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低于
服务业总体指数1.6个百分点，商务活
动指数继续位于收缩区间。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下阶段仍要加大逆周期调控力
度，金融、财政、就业政策要协调发
力，打通复工复产各环节堵点，加大
资金保障力度，切实降低实体经济
融资成本，保证经济延续积极改善
迹象，实现趋势性好转。

3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大幅回升
服务业总体回暖

安 宁

宏观调控“工具箱”已打开，一揽
子调控政策开始逐渐发力。3月30日，
央行下调7天期逆回购利率20个基点，
这是继2月3日逆回购利率下调10个基
点后，央行的再度“降息”。

笔者认为，此次“降息”是落实刚
刚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通过“降息”联动中期借贷便利（MLF）
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引导贷
款市场利率下行，切实降低实体经济
融资成本，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为实体
经济的稳定运行提供支撑。

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议，提出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其中包括
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
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等积极的财政
政策，还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
活适度，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保持流
动性合理充裕。

3月30日，央行开展7天逆回购操

作500亿元，中标利率一次性降20个基
点，可以说是近年来较大的降幅和力
度。近5年来，逆回购利率调整的单次
降息幅度通常维持在10个基点。

笔者认为，逆回购利率下调幅度
的扩大一方面是贯彻落实“货币政策
要更加灵活适度”的要求，另一方面也
意味着货币政策将进一步加大逆周
期调节力度，“降息”只是宏观调控政
策“工具箱”里的工具之一。

事实上，今年以来，可以看到，央
行在抗“疫”的不同阶段使用了不同的
货币政策工具和策略来提供短期和
中长期的流动性。例如，在初期，为精
准的支持疫情防控及金融市场正常
运行，人民银行超常规投放流动性并
推出了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随着疫
情的好转，为了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人
民银行又推出了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
现额度和定向降准等措施。

此前，2月份逆回购利率下调10个
基点后，当月MLF随后同幅下调，进而

带动2月份LPR下调。因此，此次逆回
购利率大幅下调后，也有望联动MLF
和4月份的LPR报价，从而引导贷款利
率下行，而这传导到实体经济则体现
为企业融资成本的下降，进而缓解因
资金紧张造成的流动性困境，不仅服
务了实体经济，也为股市等金融市场
的稳定运行提供了支撑。

笔者认为，从当前中央提出的一揽
子宏观调控政策来看，货币政策已开始
发力，“降息”只是货币政策“工具箱”里
的一种工具，我们的货币政策“工具箱”
里有价格工具、数量工具，还有结构性
工具，都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随时拿出来
使用，未来，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
活适度。而且，我们相信，在一揽子宏
观调控政策的大“工具箱”里，积极的财
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将共同发力，
护航中国经济的稳健运行。

央行“降息”开启宏观调控工具箱
更多政策举措正蓄势

本报见习记者 刘伟杰

在科创板明确科创属性“3+5”标
准后，3月30日晚间，上交所披露已受
理云南北方奥雷德光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奥雷德）科创板上市申请。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证监会
3月20日发布了《科创属性评价指引
（试行）》（简称《指引》），进一步明确
科创属性企业的内涵和外延，提出了
科创属性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
3项常规指标和5项例外条款。

券商人士表示，科创板明确科创
企业“3+5”标准是科创板自2019年7
月22日开市以来，经过8个月的市场
运行摸索后的科学分析和经验总结，
实现企业科创属性定位从“定性”到

“定量”的转变，从而有助于企业进行
自我判断，有助于券商更加高效的筛

选辅导企业，也有助于提升交易所发
行审核速度，从而提升整个科创板市
场的运行效率。

国都证券投行总部董事副总经理
许达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指引》
对企业科创属性的进一步明确，将会
让市场聚焦和挖掘具有科创属性的

“硬科技”企业，让科创板名副其实。
对于新规生效后首单已受理企业

奥雷德的科创属性认定，许达告诉记
者，该公司属于典型的“科技小巨人”
企业，即收入利润规模暂时偏小，但技
术含量很高。奥雷德2019年收入为
1.35亿元，近三年收入复合增长率为
14.58%，距离《指引》在收入增长率方
面的常规要求尚有差距，且归属于母
公司扣非后净利润仅有2353.43万元，
从传统IPO审核角度看，规模也偏小。

不过，许达提到，奥雷德系全球

第二家、中国第一家能够批量生产和
销售OLED微型显示器的企业，打破
了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实现了进
口替代，并且其主要产品应用于包括
瞄准观察系统、头盔系统、模拟训练
系统等国防军工领域，非常符合《指
引》特殊条款第四项，即“发行人依靠
核心技术形成的主要产品（服务），属
于国家鼓励、支持和推动的关键设
备、关键产品、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
等，并实现了进口替代”。

此外，安信证券分析师诸海滨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新三板企
业满足精选层财务标准的共有268家
公司，其中包括70家创新层公司和
198家基础层公司。通过多维度的筛
选，创新层公司中有19家公司符合3
项常规指标；而198家基础层公司中
有43家公司符合。

科创属性指引实施后
科创板首单受理企业花落奥雷德

本报记者 吕 东

截至本周一（3月30日），国有六
大行年报披露落下帷幕。

六大国有银行2019年年报显
示，去年净利润集体实现正增长，资
产质量较上年年末均有不同程度改
善。2019年全年，六大国有银行合
计实现净利润（集团口径，下同）逾
1.1万亿元，相当于日赚31亿元。

国有六大行日赚31亿元

2019年全年，六大国有银行合
计实现净利润11364.96亿元。其中，
工行净利润依旧排名首位，该行去
年实现净利润3133.61亿元，同比增
长4.9%。

此外，建行、农行、中行、交行
分别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 润 2692.22 亿 元 、2129.24 亿 元 、
2018.91亿元和780.62亿元，分别较
上年同期增长5.32%、5.08%、4.91%
和5.25%。值得注意的是，刚刚实
现A股上市的邮储银行虽然去年实
现净利润最少，全年仅为610.36亿
元 ，但 该 行 净 利 润 增 速 高 达
16.52%，领跑国有六大行，显示出
强劲的发展势头。

六大国有银行去年的资产规模
再上一层楼，均有不同程度增长。

工行仍稳居第一位，其截至去
年年末的资产规模突破30万亿元大
关，达30.11万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
8.7%。建行紧随其后，资产规模为
25.44万亿元，增长9.53%。农行资产
规模增速最高，达10.0%，这也是国
有大行中唯一增速实现双位数的银
行。

在净利润集体增长的同时，六

大国有银行去年资产质量也呈现出
积极向好的局面。

工、农、中、建、交这5家银行在
去年均实现了不良贷款率的下降。
邮储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虽然较2018
年末维持不变，但该行截至去年年
末的不良贷款率仅为0.86%，在国有
大行中最低。不良贷款率最高的为
交行，截至去年年末交行该项数据
为1.47%，较2018年末下降0.02个百
分点。

普惠金融全面推进

2019年，六大国有银行全面升
级普惠金融综合服务，不断健全普
惠金融产品体系，提升普惠金融服
务的覆盖面和便利性。

工行围绕工银小微金融服务平
台和经营快贷、网贷通、线上供应链
融资三大类产品构建普惠金融综合
服务体系。截至2019年末，该行普
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4715.21亿
元，比去年年初增加1614.07亿元，增
长52.0%。客户数42.3万户，增加
15.3万户。当年累放贷款平均利率
4.52%，下降0.43个百分点。

建行普惠贷款余额接近1万亿
元，客户数超过130万户，继续领跑
市场。农行普惠金融业务实现突破
性增长，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长
58.2%，普惠型小微法人有贷户增长
254%，较好地支持了民营和小微企
业发展。截至2019年末，邮储银行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6531.85亿
元，全年累计发放贷款6059.60亿元，
贷款余额较去年年初增加1081.94亿
元，有贷款余额的户数151.60万户，
增加5.83万户。

(下转A3版)

六大国有银行2019年
净利润合计突破1.1万亿元
豪掷逾3300亿元“真金白银”回馈股东

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31日宣布，截至3月30日，国内成品油价格挂靠的国际市场
原油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每桶40美元。根据《石油价格管理办法》和《油
价调控风险准备金征收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本次汽油、柴油价格不作调整。

根据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国内汽油、柴油最高零售价根据国际
原油价格变化，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成品油价格机制设定了调控上
下限。上限为每桶130美元，下限为40美元。 中新社发 贾敏杰 摄

33月月3131日国内成品油价格不作调整日国内成品油价格不作调整

▶▶详见B1版

国有大行手机银行坐拥14亿用户
拼夺流量入口掘金新零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