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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强
4月7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财
政部长耶伦。

李强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指引下，当
前中美关系出现企稳态势。习近平主席不
久前同拜登总统通电话，双方一致同意要
加强对话、管控分歧、推进合作，推动中美
关系稳定发展。中方希望中美做伙伴而不
是对手，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希望美方同中方更多相向而行，继续落实
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让“旧金山愿景”成
为“实景”。

李强指出，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
体，经济利益深度交融，加强经贸合作对双
方各自发展和全球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意
义。双方要加强沟通，共同找到管控分歧、
解决分歧的办法，让中美经贸合作稳定、顺
畅、高效，为两国企业和人民创造更多实惠，

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作出贡献。
希望美方与中方一道，坚持公平竞争、开放
合作的市场经济基本准则，不把经贸问题泛
政治化、泛安全化。要以市场眼光和全球视
野，从经济规律出发，客观、辩证看待产能问
题。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发展，将对全球绿色
低碳转型作出重要贡献。中方愿同美方在
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加强政策协调，共同
应对全球性挑战。

耶伦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美中关
系变得更加稳定。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
美 中 双 方 应 当 负 责 任 地 管 理 双 边 经 济 关
系。美方赞赏美中经济对话合作取得的进
展，不寻求同中方“脱钩”，愿同中方一道落
实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坦
诚沟通，避免误解，深化交流合作，妥善管控
分歧，共同应对紧迫的全球性挑战，推动美
中关系稳定发展。

李强会见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本报记者 刘 琪

4月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4年3月
末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
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2457亿美元，较2
月末上升198亿美元，升幅为0.62%。

对于外汇储备规模变动的原因，国家外汇
管理局表示，2024年3月份，受主要经济体货币
政策及预期、宏观经济数据等因素影响，美元
指数上涨，全球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上涨。汇率
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
汇储备规模上升。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分析，今年一季度，一
方面受美联储紧缩预期重估影响，美元指数上
涨3.1%至104.5，2年期和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分
别上涨35个基点和32个基点；另一方面，风险
资产价格继续上行 ，如标普 500指数上涨
10.2%。股票价格较多上涨带来的正估值效应
超过了美元升值和债券价格下跌产生的负估
值效应，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同时，管涛谈到，从银行结售汇和代客涉
外收付数据看，今年一季度，人民币汇率延续
低位盘整行情，但境内市场主体总体逢高结
汇，境内外汇供求基本平衡，外来股债投资恢
复净流入，跨境资金流动状况边际改善。这主
要是受益于境内民间货币错配改善，人民币汇
率双向波动常态化，加之境内市场主体更多运
用外汇衍生品工具和本币计价结算对冲和规
避汇率风险，外汇市场主体更加趋于理性。

国家外汇管理局强调，我国经济回升向好
的态势不断巩固增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
改变，将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
支撑。

同日公布的黄金储备数据显示，截至3月
末，我国央行黄金储备7274万盎司，环比上升
16万盎司。我国央行自2022年11月份以来开
启本轮黄金储备增持，至2024年3月份，已实现
连续17个月增加。

对此，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
为，这意味着尽管近期国际金价较快上扬，但
央行增持节奏保持基本稳定，背后主要是受官
方储备结构优化需求推动。在美债收益率波
动加大的背景下，我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有
助于储备资产保值增值。此外，这也能为持续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夯实基础。

3月末外汇储备规模32457亿美元
黄金储备17个月连增

安 宁

3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3个月回
升、电商物流指数回升、中国采购经理指数（PMI）
重返景气区间……陆续发布的经济数据折射出
国民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态势，积极因素的不断
增多也进一步夯实了经济发展的基础。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
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服
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2.4%，比2月份上升1.4个
百分点，连续3个月回升。在服务业扩张步伐
加快的同时，3月份电商物流指数也迎来明显
回升。4月3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京东
集团联合发布的2024年3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
数为112.5点，环比提高1.1点。

作为反映经济变化趋势的重要指标——
PMI，3月份数据也较2月份上升1.7个百分点，
为50.8%，连续5个月运行在50%以下后重返景
气区间。

多项指数的回升真切地反映出经济运行
的边际改善，拉动经济回升的积极因素持续增
多。从一系列亮眼的数据中可以感受到中国

经济回升向好的浓浓春意。
一方面，政策支持经济发展力度进一步加

大，政策效果正在显现。
3月份，随着稳经济、扩内需、稳外贸政策

持续发力，经济内生动力不断释放，市场需求
稳步增长。新订单指数为53%，较2月份上升4
个百分点，升幅较为明显；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51.3%，较2月份上升5个百分点，在连续11个月
运行在50%以下后回到扩张区间。

另外，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发展低空经济等
着眼于新质生产力的政策也为经济注入更强
动力。

随着新动能平稳较快增长，经济内生动力
持续释放，进一步推动经济的恢复向好。

另一方面，市场预期继续向好，企业信心
进一步上升，增强微观主体活力，释放经济增
长潜力。

3月份，大型企业PMI为51.1%，较2月份上
升0.7个百分点，连续10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上升至53%左
右，显示大型企业供需增长加快。同时，中小

型企业回升明显。中型企业PMI为50.6%，较2
月份上升1.5个百分点，小型企业PMI为50.3%，
较2月份上升3.9个百分点。总体来看，大中小
企业运行均有改善，后市预期乐观。

从行业看，与企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服务行
业生产经营较为活跃。3月份，邮政、电信广播
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等行业商
务活动指数位于60.0%以上高位景气区间，业
务总量增长较快，表明多数服务业企业对未来
市场发展保持乐观。

此外，随着政策持续发力，经济指标改善，
多家外资机构也纷纷表示看好今年中国经济发
展前景，并通过实际行动加速“抢滩”中国市场。

当前多项经济指标已出现了积极变化，但
也要看到，外部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仍然存
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基础还需巩固。因此，
我们要继续落实好系列稳增长措施，持续巩固
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为实现全年经济目标打下
坚实基础。

多项数据折射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本报记者 杜雨萌
见习记者 毛艺融

在刚刚过去的清明假期（4月4日至6日），尽
管多地售楼处推出较有诚意的优惠促销活动，
叠加持续出台的楼市利好政策，但楼市销售端
依然呈现出持续承压态势。

诸葛数据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清明假
期期间，重点10城新建商品住宅成交1329套，日
均成交443套，由于2023年清明假期仅有1天，因
此，按同周期总量与2022年同期对比来看，今年
新建商品住宅总成交量较2022年下降39.32%。

中指研究院市场研究总监陈文静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整体来看，清明假
期期间部分城市市场情绪略有修复，如北京、青
岛、郑州等地在政策带动下到访量增加。展望
未来，各地优化楼市政策仍有较大空间。

应对销售承压
楼市新政频出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密集出台楼市支
持政策。

一方面，为加大金融机构支持房企项目融
资，1月中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金融监管总局
发布《关于建立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的通
知》，要求各地级及以上城市建立城市房地产融
资协调机制。此举旨在从供给端进一步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更加精准支持房地产
项目合理融资需求。

《证券日报》记者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
悉，目前，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
已建立省级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所有地级及
以上城市（不含直辖市）已建立城市房地产融资
协调机制，分批提出可以给予融资支持的房地
产项目“白名单”并推送给商业银行。数据显
示，截至3月31日，各地推送的“白名单”项目中，
有1979个项目共获得银行授信4690.3亿元，1247
个项目已获得贷款发放1554.1亿元。

另一方面，为应对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调整
以及购房者“入市”信心仍待恢复等多重挑战，
包括一线城市在内的众多城市推出了新一轮楼
市支持政策。

具体来看，继一线城市陆续限购“松绑”政策
后，3月26日，深圳废止了2006年以来实行的

“7090政策”，这意味着今后楼盘的大户型将不受
限制。3月27日，北京明确废止“夫妻离异任何一
方3年内不得购房”规定的有关文件。此外，多地
提高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提高新市民和青年人
贷款额度、实施“先提后贷”政策等。另有一些地
区出台契税补贴政策，并发放购房消费券。

“一季度以来，包括一线城市在内的多数城
市进一步放开需求侧限制政策，部分城市也出
台了购房鼓励政策。在此背景下，房地产市场
呈现出一些积极变化。”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
叶银丹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比如，房地产投
资同比下降幅度进一步收窄；同时，新房、二手
房成交也出现了一些活跃迹象。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尽管重
点100城新建商品住宅整体成交规模处于近年来
同期低位，但春节后，房地产市场成交活跃度温
和回升。根据初步统计，2024年一季度，重点100
城新建商品住宅月均成交面积为1825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约四成。从春节后的数据来看，部分核
心城市在政策优化带动下，新房市场活跃度有所
提升，在2月份低基数下，3月份重点100城新建商
品住宅成交面积环比翻倍增长，同比降幅明显收
窄。整体来看，当前购房者收入及房价预期尚未
完全恢复，整体市场仍有调整压力。（下转A2版）

各地不断释放楼市利好
二季度政策面有望持续升温

华为官宣超4000个应用
加入鸿蒙生态
..........................B3版

本报记者 王思文

近段时间，公募基金发行回暖迹象愈发
明显。Wind数据显示，2024年3月份公募基
金发行规模超过1500亿元，1月份和2月份规
模分别为565.38亿元和360.97亿元；另外，外
商独资公募基金富达基金和施罗德基金旗
下新基金已定档发行，鹏华基金、广发基金
等基金公司权益新产品也接连宣布于近期
发售。

对此，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二季度
基金公司稳步布局新基金市场的意图较为
鲜明。

2024年3月份以来，公募基金市场共有
149只基金（A/C份额合并计算）向投资者公
开发售并正式成立，其中债券型基金新发
数量超过新发基金总数的65%，总发行规模
达1571亿元。而2月份新发基金数量仅为
60只，基金发行规模为360.97亿元，1月份新
发基金数量为95只，基金发行规模为565.38
亿元。

与此同时，在3月份成立的新基金产品
中，基金平均发行份额回升势头也十分明显，
平均发行份额已经连续2个月攀升，由1月份
的5.95亿元持续攀升至3月份的11亿元。

多位公募基金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从市场角度来看，近期债券型基金发行的
亮点颇多：今年以来发行规模超20亿元的新
基金产品均为债券型基金，在新基金发行市
场整体低迷的背景下，债券基金的份额占比
超七成，成为2024年新基金发行主力。其中，
安信长鑫增强债券基金A、国投瑞银启源利率
债债券基金、易方达中债0-3年政金债指数基
金、交银中债0-3年政金债指数基金、浦银安
盛普安利率债债券基金、招商中债0-3年政策
性金融债基金A首发募集规模超79亿元。

除了大额债基新品频频现身外，“日光
基”也再次出现。中欧稳悦120天滚动持有
债券基金于3月19日开始募集，原定截止日
为3月27日，最终提前至发行首日结募。

另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从已经定档
发行的新基金情况来看，4月7日以后至少还
有82只新基金产品即将发行。其中，被动指
数 型 新 基 金 共 有 34 只 ，包 括 多 只 中 证
A50ETF发起式联接基金、芯片、机器人、消
费电子等行业主题指数基金；偏股混合型新
基金共有16只，包括鹏华智投数字经济混合
基金、中欧景气精选混合基金、广发品质优
选混合发起式基金、东方红量化选股混合发
起式基金等；封闭式投资型新产品共有16

只，主要以债券类投向为主，包括鹏扬稳鑫
120天滚动持有债券基金、方正富邦瑞福6个
月持有期债券基金等。

外资独资公募基金也持续布局新基金
市场。例如，富达基金将于4月10日发行富
达悦享红利优选混合基金；施罗德基金也计
划于同日推出旗下首只权益新基金——施
罗德中国动力股票基金。

总体来看，目前4月份之后定档发行的
新基金产品布局仍以较低风险类别的稳健
型基金为主，但也有部分新基金产品积极布
局权益类资产。

博时基金FOF基金经理于文婷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二季度市场行情将回归至
基本面，可以深入挖掘基本面扎实的行业板
块做配置。另外，二季度债券供给层面可能
会存在一定扰动，长久期策略也较为拥挤，
建议控制债券久期。”

谈及二季度资产配置方向，于文婷认
为，今年A股市场大概率是结构性行情，股票
基金的分化会加大，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尤
为重要，在配置“固收+”和股票基金的时候，
要挑选股能力较强的基金经理长期持有；在
配置ETF或被动基金的时候，资产本身的机
会更为重要。

公募基金发行回暖迹象明显
清明假期后至少有82只新基金定档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