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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3月2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压实
责任落细措施，坚决防止重特大安全事故；部
署用好政府债券扩大有效投资，促进补短板
增后劲和经济稳定增长；决定新开工一批条
件成熟的水利工程，提高水资源保障和防灾
减灾能力。

会议开始时，全体同志起立，向“3·21”东
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遇难同胞默哀。会
议要求，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做好遇难者
家属抚慰、赔付等善后工作，实事求是查明事
故原因。全面强化安全生产，国务院安委会要
进一步作出具体安排，加强指导督促，压实各
方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切实维护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更趋复杂严峻，
国内发展面临新挑战，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
大。制定今年宏观政策时，对国内外环境很多
变化已有前瞻考虑。一季度、上半年保持经济
平稳运行，对实现全年目标至关重要。要抓紧
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政府工作报
告》举措，坚定信心，咬定目标不放松，把稳增
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统筹稳增长、调结构、
推改革，稳定经济的政策早出快出，不出不利
于稳定市场预期的措施，制定应对可能遇到更
大不确定性的预案。

会议指出，用好政府债券扩大有效投资，
是带动消费扩大内需、促就业稳增长的重要举
措。按照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的原则，今
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3.65万亿元。为加强周

期性调节，去年底已依法提前下达1.46万亿
元。下一步，一要抓紧下达剩余专项债额度，
向偿债能力强、项目多储备足的地区倾斜。去
年提前下达的额度5月底前发行完毕，今年下
达的额度9月底前发行完毕。二要更好发挥专
项债效能。坚持既利当前又惠长远，加大惠民
生、补短板等领域投资，支持新基建等增后劲、
上水平项目建设。合理扩大专项债使用范围，
在重点用于交通、能源、生态环保、保障性安居
工程等领域项目基础上，支持有一定收益的公
共服务等项目。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加快项
目开工和建设，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三要用
改革的举措、市场的办法，发挥专项债“四两拨
千斤”作用，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支持民营
企业投资。四要加强资金管理，防止沉淀闲

置，严禁违规兴建楼堂馆所、形象工程。五要
统筹把握国债、地方债发行，保持合理国库资
金规模，保障基层落实退税减税降费政策和惠
民生所需财力，防范债务风险。鼓励境外中长
期资金购买国债，落实好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金融系统要加强配合，保障国债有序发行，支
持项目建设融资。

会议指出，水利工程是民生工程、发展工
程、安全工程。今年再开工一批已纳入规划、
条件成熟的项目，包括南水北调后续工程等重
大引调水、骨干防洪减灾、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灌区建设和改造等工程。这些工程加上其他
水利项目，全年可完成投资约8000亿元。会议
要求，确保工程质量，保障项目运行安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用好政府债券扩大有效投资
促进补短板增后劲和经济稳定增长

本报记者 刘 琪

3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发布消息，中
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2年第一季度
（总第96次）例会于近日在北京召开。会议认
为，今年以来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有效实施宏观政策，经济发展和
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稳健的货币政
策灵活适度，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
科学管理市场预期，努力服务实体经济，有效
防控金融风险。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红利
持续释放，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增强，贷款利率
稳中有降，人民币汇率预期平稳，双向浮动弹
性增强，发挥了宏观经济稳定器功能。

会议指出，当前国外疫情持续，地缘政治冲
突升级，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国内
疫情发生频次有所增多，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
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要稳字当
头、稳中求进，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加大
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增强前瞻性、精准
性、自主性，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
双重功能，主动应对，提振信心，为实体经济提
供更有力支持，稳定宏观经济大盘。进一步疏
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增
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
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
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要
积极做好“加法”，精准发力，用好普惠小微贷款
支持工具，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实施好碳减排
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
综合施策支持区域协调发展，引导金融机构加大
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十九届历次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

《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继续做
好“六稳”“六保”工作，进一步加强部门间政策
协调，统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与防风险，保持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2年第一季度例会：

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
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力度

本报记者 吕 东 见习记者 杨 洁

3月30日晚间，随着工商银行、农业银行
及邮储银行披露2021年年度业绩报告，国有
六大行年报披露全部出齐。

作为上市银行乃至A股上市公司中的领
头羊，国有六大行在坚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本源的同时，交出了一份盈利全面增长、资
产质量集体保持稳定的业绩答卷。《证券日
报》记者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国有六
大行合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集团口径，下同）同比增幅达11.85%。此
外，截至去年年末，6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均

较2020年年末出现不同幅度下降。

国有六大行“合赚”超万亿元
不良贷款率普降

2021年，国有六大行营业收入均实现正
增长。具体来看，工商银行实现营业收入
8609亿元，同比增长7.6%，营收领跑其他5家
银行；邮储银行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0%，
达11.38%，增速领先。

同时，国有六大行去年净利集体飘红，全
年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1.27万亿元，同比增
长11.85%，且6家银行增幅均在10%以上。

工商银行继续蝉联“最赚钱”银行。
2021年，该行实现归母净利润3483.38亿元，
同比增长10.27%；邮储银行虽然实现归母净
利润最少，仅为761.70亿元，但该行归母净
利润增速高达18.65%，位居增速榜榜首。

近年来，各家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大幅增
长，已成为拉动业绩增长的重要引擎。《证券日
报》记者注意到，国有六大行去年非利息收入
同比均出现大幅增长，且非利息收入占比均
较2020年有不同程度增长。建设银行2021年
非利息收入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2188.26亿
元，且同比增幅最大，达21.60%；交通银行非
利息收入占比最大，接近四成。 （下转A2版）

国有六大行去年业绩稳步增长
资本充足率全面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