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杜雨萌

12月19日，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称，根据
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
价格形成机制，自2023年12月19日24时起，国
内汽、柴油价格（标准品，下同）每吨分别降低
415元、400元。至此，国内成品油零售价实现

“六连降”。
从全年来看，国内成品油累计开启25轮调

价窗口，呈现“十升十二降三搁浅”格局。涨跌
互抵后，标准汽油及标准柴油累计下调幅度均
为50元/吨，折合升价92号、95号汽油及0号柴
油均下调0.04元/升。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发现，在今年国内成
品油零售价的12次下调中，本次跌幅最大。

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
品油调价周期内（12月5日—12月18日），平均
来看，伦敦布伦特、纽约WTI油价分别比上个
调价周期下降6.77%、6.92%。其中，纽约WTI
油价一度跌破70美元/桶。

对此，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有关负责
人对《证券日报》记者分析称，在“欧佩克+”减产
力度不及预期的背景下，市场对经济增速放缓、
需求不振的担忧持续升温，致使国际油价承压
下跌。具体来看，美国11月份CPI同比上涨
3.1%、环比上涨0.1%，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
心CPI同比上涨4%，市场预计美联储仍将在一
段时期内维持利率高位水平，进而拖累经济复
苏。美国汽油库存超预期增长，汽油期货价格
跌至近两年最低，更加重了对需求疲软的忧虑
情绪。另外，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最新报告再
度下调今明两年需求增速，同时将明年原油平
均价格预测值大幅下调12%。投机资金趁机抛
售原油多头头寸，致使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金联创成品油分析师王延婷对记者表示，
一方面，EIA将2023年全球石油需求增幅下调3
万桶/日至185万桶/日，将2024年全球石油需求
增幅下调6万桶/日至134万桶/日。另一方面，
ISM数据显示，11月份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
数为46.7，连续第十三个月低于50点荣枯线，投
资者对经济前景与能源需求前景的担忧加重，
致使国际油价承压下行。

受此影响，在本轮计价周期内，原油变化
率不仅维持在负向区间波动，且持续负向“拉
宽”。据金联创测算，截至12月19日第十个工
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73.16美元/桶，变化
率为-7.24%。

展望后市，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有关
负责人预计，短期来看，国际油价依然震荡运
行。一方面，市场对经济增长前景信心不足将
继续给国际油价带来压力；另一方面，近期红
海海域接连发生油轮等船只遭袭事件，中东地
缘政治局势紧张将抑制国际油价下行空间。

国内成品油零售价“六连降”
今年已下调12次

本报记者 杜雨萌

“总的来看，随着经济动能持续恢复、各项
政策接续推出、政策效应逐步显现，我们有条
件、有能力统筹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好转、内生
动力持续增强、社会预期持续改善、风险隐患
持续化解，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
期目标。”12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
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在国家发展改革委
召开的12月份新闻发布会上如是说。

据介绍，在稳投资方面，截至11月底，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已基本发行完毕；各地通过全国统一
的平台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吸引民间资本参与
项目1490个，总投资规模1.9万亿元。同时，近期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增发国债项目实施工作机
制确定的项目和国债金额，下达第一批项目清
单，涉及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

力、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方面近2900个项目。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做

好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政策取向和重点
任务。李超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不折不扣
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的重大部署，
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一是坚持目标导向，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
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围绕明年经济社会发
展主要预期目标，密切跟踪经济运行变化，加
强形势分析和政策研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同时，做好政策预研储备，为应对各类风险挑
战备足政策工具。

二是突出问题导向，着力打通制约经济循环
的卡点堵点。进一步提高投资效率和有效性，推
动消费稳定增长，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
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强重点领域
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

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三是强化综合统筹，确保党中央各项部署

落地见效。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
科技、环保等各领域政策统筹协调配合，强化
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不
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深化
国资国企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等。

对于近期各方较为关注的食品价格涨幅
偏低问题，李超称，今年1月份至11月份，食品
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涨幅为近十年较低水
平。究其原因，主要是受输入性、周期性、季节
性等因素叠加影响，猪肉、蔬菜等价格去年基
数较高、今年高位回落。

从猪肉看，去年下半年，生猪价格处于周
期高位、产能明显增加，今年处于周期下行阶
段，生猪、猪肉市场供应充足、价格低位运行，
11月份价格同比下降31.8%。从近日情况看，

随着“两节”临近，市场需求季节性增加，生猪、
猪肉价格略有回升，后期可能继续有所回升。
从鲜菜看，去年冬季，受运输物流一度不畅影
响，鲜菜价格上涨较多，导致基数较高；今年同
期国内物流配送畅通，鲜菜供给充足，10月份
至11月份平均价格同比下降1.6%。从粮食看，
受地缘政治冲突等影响，去年国际粮食价格大
幅上涨，直接导致国内小麦、玉米、大豆等谷物
价格不同程度上升；今年输入性影响明显减
弱，粮食、食用油价格总体平稳，对食品价格的
影响远小于去年。从后期看，我国农产品市场
供应充裕，产销衔接畅通，市场秩序良好，食品
价格具备平稳运行基础。

在李超看来，今年CPI总体低位运行，随着
输入性、周期性、季节性等因素有所改变，基数
效应逐步减弱，商品服务需求持续恢复，预计
明年CPI将温和回升。

国家发改委：

有条件、有能力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贾 丽

岁末回首，民营企业今年成绩斐然，在
“量”“质”双升的同时，不断巩固专利优势、加
速“出海”。2023 年前三季度，民营企业贡献
75%以上的技术创新 、新设数量同比增长
15.3%、推动“新三样”出口额快速提升……

民营经济的发展可谓“满帆快进正当
时”。近日，多地密集出台政策举措，从金融服
务、税收等多方面支持民营经济及市场经营主
体可持续发展。作为夯实经济回升基础、提升
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力量，民营企业需要注重

“链式”突破。
首先，加快“三链”（即产业链、供应链、价值

链）通盘整合和优化。民营经济应通过整合上

下游资源，提高整体“硬实力”，坚持“走出去”。
在产业链上，企业要找准关键环节突破，立足新
赛道、创出新模式；在供应链上，企业要实现数
字化、资产化，下好“研发+应用+供应链”体系

“一盘棋”；在价值链上，企业要积极嵌入全球价
值链，以高附加值产品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其次，以“链主”撬动作用推动产业“建圈
强链”。民营龙头企业勇打头阵，成为原创技
术的“策源地”、新型产业链的“链长”。中小企
业敢于破釜沉舟，成为智能化发展的“试验
田”、细分产业链的“小巨人”。各方积极推动
产业链融合发展，才可以真正发挥“点”上强龙
头、“线”上延链条、“面”上聚生态的效应。

第三，在“多元”融资方式上再突破。融资
难、融资贵仍是众多企业面临的难题。民营企

业在融资方面往往出现短、频、急特点。企业
要统筹运用股权投资、债权、贷款、保理等方
式，亦可通过股权合作等在融资方式上进行多
元化探索，为长期经营提前谋局。另据调查，
中小企业贷款管理成本平均为大型企业的 5
倍。中小企业更要学会控制内生成本、优化资
本结构，以提高运作效率。

发挥民营经济在稳定经济中的“压舱石”“活
跃剂”作用，需形成合力。行业协会应积极搭建
科技创新合作平台，相关地方部门要在税收、金
融等方面精准施策，厚植企业发展沃土，打好

“引、育、留、用”牌，助力民营企业跑出“加速度”。

民营企业要用“链式”突破跑出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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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 昱

回顾即将过去的2023年，积极的财政政
策加力提效、靠前发力，不断强化宏观政策
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作用。增发万亿元特
别国债、减税降费持续为经营主体纾困减
负、专项债券快发快用稳定全年基建投资增
速……各项政策举措产生实际的纾困和提
振效果，推动经济回升向好。

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
委员张依群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用“稳、快、保、进”四个关键字概括2023年财
政政策最亮点。他表示，突出“稳”，是为活
跃市场、稳定经济筑基；突出“快”，是为提质
增效、安全运转助力；突出“保”，是为民生福
祉、社会稳定兜底；突出“进”，是以进促改、
以进促稳，支持创新。

以“进”促“稳”增发万亿元特别国债
预留财政政策施展空间

今年，中央财政增发1万亿元国债，作为
特别国债管理。增发的国债全部通过转移
支付方式安排给地方，集中力量支持灾后恢
复重建和弥补防灾减灾救灾短板，整体提升
我国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按此测算，2023年全国财政赤字由 3.88
万亿元增加到 4.88万亿元，中央财政赤字由
3.16万亿元增加到 4.16万亿元，预计财政赤
字率由3%提高到3.8%左右。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
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向清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在交通基础设施、能源项目、
农林水利、生态环保、社会事业等多个领域，
国债作为重要的财政政策工具，为具有公益
性的重大工程、重点领域和重要项目提供资
金支持，进而促进投资、稳定经济增长。

“增发万亿元国债，标志着我国政府债
务结构将会做出重大调整。”张依群认为，这
标志着由过去以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为
主向适度扩大中央政府国债转变，有助于减
轻地方政府偿债压力，优化我国政府债务结
构，降低地方财政运行风险，为后续继续实
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预留必要空间。

“这为确保今年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如期
实现和明年经济‘开门红’奠定了坚实基础，
可谓既利当下又利长远。”张依群说。

“快发快用”专项债券
带动扩大有效投资

专项债券快发快用有助于带动扩大有

效投资，促进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发挥“稳
投资、补短板、惠民生”的积极作用。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 10个月，
各地在批准下达的新增债务限额内，发行用
于项目建设的专项债券 35192亿元，主要用
于市政建设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社会事
业、交通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林水
利等重点领域建设。

从投向来看，专项债券有力支持各地重
大项目建设。今年 9月份，新增专项债券资
金投向基建领域占比较高，8月份基建相关
财政支出增速亦显著加快。这些因素对基
建投资形成支撑。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前 11个月，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5.8%，增
速比全部固定资产投资高 2.9个百分点。其
中，水上运输业投资增长22.0%，铁路运输业
投资增长21.5%，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5.2%。

今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合
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
围”。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罗啼明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预计2024年专
项债券资金可能更多投向城中村改造、保障
性住房建设等民生领域，在提升地方财政资
金使用灵活性的同时，也有助于更好发挥专
项债券对投资的拉动作用。 （下转A2版）

“稳、快、保、进”四字勾勒财政政策最亮点

本报记者 田 鹏

12月19日，我国债券指数“大家庭”再迎2位
“新成员”——上证30年期国债指数和中证30年
期国债指数正式发布，为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
提供了新的参考工具，同时进一步提高了市场
透明度和流动性。

据悉，上证30年期国债指数和中证30年期
国债指数分别从上交所市场、全市场选取符合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简称“中金所”）30年期国
债期货近月合约可交割条件的债券作为指数样
本，以反映30年期国债的整体表现。

作为此次发布指数的基底样本，近年来，30
年期国债发行、交易两端均呈现出稳定发展态
势。从发行端来看，30年期国债一级市场发行节
奏和规模相对稳定。Wind资讯数据统计显示，
2021年至2023年（截至12月19日），我国30年期国
债发行数量分别为8只、10只和10只，发行规模分
别为1.2万亿元、1.40万亿元和1.04万亿元。

从交易端来看，30年期国债二级市场活跃
度正逐步提升。Wind资讯数据统计显示，2021
年至2023年（截至12月19日），我国30年期国债
年均成交额分别为1241.61亿元、5654.16亿元和
7533.58亿元。

此外，围绕30年期国债的创新金融衍生品
陆续推出。例如，今年4月份，中金所正式上市
30年期国债期货，补充了超长期国债的利率对
冲工具。

在30年期国债期货上市之前，中金所曾于
2013年9月6日上市5年期国债期货，2015年3月
20日上市10年期国债期货，2018年8月17日上市
2年期国债期货，基本形成了覆盖短中长端的国
债期货产品体系。

在发行交易两端稳定向好趋势愈发明显、
金融衍生品体系日渐丰富背景下，发布30年期
国债指数，将为超长期债券投资提供更多标的。

市场人士表示，一方面，跟踪30年期国债指
数的产品可为保险资金等负债久期较长或投资
期限较长的投资者提供配置工具，目前指数最新
剩余期限约为27.7年，久期约为18.3年，平均票息
约为3.5%，具有较好的配置价值；另一方面，指数
久期较长，具备较高的价格弹性，指数样本匹配
中金所30年期国债期货近月合约可交割券，相应
指数产品也可作为与国债期货相匹配的现货工
具，便利投资者构建多样化投资策略。

超长期债券投资再添利器
上证30年期国债指数等2条指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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