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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只券商系FOF
近一年收益率均超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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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今日导读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博鳌亚洲
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20日上午在海
南博鳌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
式发表题为《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
共创未来》的主旨演讲。

习近平指出，博鳌亚洲论坛成立20
年来，见证了中国、亚洲、世界走过的不
平凡历程，为促进亚洲和世界发展发挥
了重要影响力、推动力。当前，百年变
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进入动荡
变革期。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
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人
类社会应该向何处去？我们应该为子

孙后代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对这
一重大命题，我们要从人类共同利益出
发，以负责任态度作出明智选择。中方
倡议，亚洲和世界各国要回应时代呼
唤，携手共克疫情，加强全球治理，朝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

——我们要平等协商，开创共赢共
享的未来。应该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
方向发展。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共同
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应该由各国共
同掌握。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大国
要有大国的样子，要展现更多责任担当。

——我们要开放创新，开创发展繁
荣的未来。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巩固供
应链、产业链、数据链、人才链，构建开
放型世界经济。人为“筑墙”、“脱钩”违
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损人不利己。

——我们要同舟共济，开创健康安
全的未来。加强信息共享和联防联控，
加强新冠肺炎疫苗国际合作，全面加强
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共同构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推进应对气候变化
国际合作。

——我们要坚守正义，开创互尊互

鉴的未来。要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
弈，反对任何形式的“新冷战”和意识形
态对抗。国与国相处，要把平等相待、
互尊互信挺在前面。要弘扬和平、发
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
同价值，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习近平宣布，中方将在疫情得到控
制后即举办第二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为促进亚洲和世界文明对话发挥积极
作用。

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是大家携
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不是某一方的私家
小路，追求的是发展，崇尚的是共赢，传

递的是希望。我们将同各方继续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弘扬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
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我们将建
设更紧密的卫生合作伙伴关系，更紧密
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更紧密的绿色发
展伙伴关系，更紧密的开放包容伙伴关
系，为人类走向共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
同。中国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

者。中国将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旗帜，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
系。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
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军
备竞赛。中国将积极参与贸易和投资领
域多边合作，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欢迎各方分享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

习近平最后说，同舟共济扬帆起，
乘风破浪万里航。尽管有时会遭遇惊
涛骇浪和逆流险滩，但只要我们齐心协
力、把准航向，人类社会发展的巨轮必
将行稳致远，驶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倡议亚洲和世界各国回应时代呼唤，携手共克疫情，加强全球治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

张 歆

看似原地踏步，其实已经向前行
进了很远。

4月20日，最新一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确定：1年期为3.85%，5
年期以上为4.65%。至此，LPR似乎
已经“原地踏步”一年。与其同样一
年不涨不跌的，还有在央行公开市场
操作中具有“政策风向标”之称的
MLF（中期借贷便利）的利率。

然而，LPR以及MLF利率在数
学意义上的保持不变，其实并不能
充分反映一年以来货币政策在时空
维度的演进以及政策效果的落地实
效。因为，价格是各种影响因素所
达成的时点性平衡，即便平衡点一
致，但是各种影响因素可能早已发
生巨大变化。具体到LPR以及MLF
利率的“原地踏步”而言，笔者认为，
货币政策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其实已
经大步向前。

首先，作为银行贷款定价参考指

标，LPR虽然一年未变，但是代表了
实体经济“获得感”的实际贷款利率
已经明显降低。

2019年8月份，央行推进贷款利
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后的LPR参考
MLF利率水平，贷款利率则锚定
LPR。从2019年下半年和2020年一
季度的公开市场操作来看，央行通过
调整MLF利率影响LPR，并通过LPR
下行、压降点差的方式引导实际贷款
利率下行。

虽然自从2020年4月份下调之
后，LPR以及MLF利率没有再次变
动，但是货币政策的影响力持续发
酵，实际贷款利率保持了下行态势。
近期央行发布的2021年第一季度金
融统计数据显示，今年2月份企业贷
款利率为4.56%，创下有统计以来的
最低水平。

此外，对于实体经济的“信贷价
格切身感受”，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也强调，“优化存款利率监管，推动实
际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继续引导金

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今年务必
做到小微企业融资更便利、综合融资
成本稳中有降”。

其次，央行明确了对于货币政策
的观测窗口，是利率价格而非数量，
所以LPR和MLF利率的“原地踏步”，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于货币政策目
前“稳字当头”的最形象诠释。

央行在《2020年第四季度货币
政策执行报告》中着重强调，不应过
度关注公开市场操作数量。此外，
央行官微转发的媒体分析文章也指
出，“不应过度关注操作数量，否则
可能对货币政策取向产生误解，重
点关注的应当是央行公开市场操作
利率、MLF利率等政策利率指标，以
及市场基准利率在一段时间内的运
行情况”。就此而言，央行正是借助
上述一众利率向市场隔空喊话。

央行行长易纲多次强调，2021
年货币政策要“稳”字当头，珍惜和
用好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在总量
方面，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

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
配；在结构方面，发挥好货币政策工
具精准滴灌作用；在改革开放方面，
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巩固贷
款实际利率下降成果。笔者认为，
货币政策空间的最直观显现同样是
价格，首先当然是利率价格，其次则
是流动性等因数共同投射于CPI所
触发的变动。

换句话说，LPR和MLF利率的貌
似不变，其实蕴含了货币政策面对复
杂的国际环境、中国经济复苏进程的
政策取向，是“以不变应万变”“以确
定性对应不确定性”的大道至简。

第三，客观来看，LPR的一年不
变，也显现出存款利率的市场化改革
仍有堵点待疏通。

金融业务尤其是信贷业务，肩负
着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发
展的重任，因此LPR的韧性也在一定
程度上关系到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
济的能力。但是，与贷款端LPR改革
进程相比，存款端的降成本依旧存在

一定的堵点。
为此，央行表示，“2021年人民银

行将进一步疏通LPR向贷款利率的
传导渠道，通过深化LPR改革推动存
款利率的逐步市场化。加强对互联
网平台存款和异地存款的管理，维护
存款市场秩序，稳定银行负债成本。
进一步健全央行政策利率体系和货
币市场基准利率”。除了央行之外，
去年以来，银保监会也将对存款业务
的规范作为工作重点之一。

由于运动的相对性，即便是在高
速行驶的交通工具中，人们也可能短
时间内产生并未移动的错觉。笔者
认为，LPR虽然看似“原地踏步”，但
实际上货币政策的落地见效以及利
率市场化的改革效能已经渗透到很
多方面，即便仍有尚待优化之处，但
确实已经前行了很远。

LPR“原地踏步”一年 货币政策已经前进很远

年内8位基金经理晋升高管
资格老业绩优成“门槛”

............................B1版

战略转型成果显现
长安汽车去年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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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资本市场稳外资路线图：
增强自身体质 完善管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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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中国绿色金融市场
对国际投资者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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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率41家央企赴海南
“深度参与”自贸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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