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部委出台政策支持房地产市场发展

2024年5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

局、住建部等多部委针对房地产行业发布政策“组合拳”，

通过下调全国最低首付比例、公积金贷款利率，取消住房

商贷利率下限，购买存量房用作保障房等各类措施刺激住

房需求释放，加快去库存。

著名经济学家任泽平认为，房地产政策的拐点已经出

现，但市场的拐点还有待于居民支付能力的提升。新政策

有利于释放刚需和改善型需求，切实降低居民购房成本，

但居民、地方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受损，目前重振楼市信

心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居民收入和预期，唯一的办法是通过

财政货币扩张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恢复支付能力。

（摘自微信公众号泽平宏观）

中指研究院市场研究总监陈文静指出，当前已有部分

城市的部分银行执行的首套房贷利率在3.1%左右，本次

央行取消全国层面房贷利率下限，政策利好扩展至二套房，

预计将有更多城市下调房贷利率，一线和核心二线城市房

贷利率下调空间也有望打开。

（摘自中国经营报）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创设新的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具有三个方面的

积极作用：第一，提高银行助力消化存量商品房工作的积

极性；第二，支持地方政府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保障性

住房再贷款3000亿元，可带动银行贷款5000亿元，对

相关城市房地产“去库存”是直接、有力的支持；三是促

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存量未出售的商品房被收

购，房地产企业资金回笼后，可用于保交房及其他项目建

设，形成良性循环。

（摘自中国网财经）

30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

2024年5月17日，首批30年期的超长期特别国债

正式启动发行，规模达到400亿元，票面利率为2.57%。

这标志着超长期特别国债正式登场。

中证鹏元研发部高级董事、资深研究员吴志武表示，

超长期特别国债形成的中央预算内资金，将通过直接投资、

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对民间资本等社

会资本发挥积极的投资引导作用和撬动作用。以1998—

2002年我国发行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为例，其带动银

行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形成了3.28万亿元的投资规模。

（摘自中国发展改革报）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教授李楠认为，发

行超长期国债是基于我国目前存在的一些客观情况：其

一，在经济发展模式转向高质量发展期间，我国的部分地

区、部分领域有许多的长期性的资金需求；其二，过去部

分地方政府筹借市场化资金，形成大量城投债；其三，各

家银行需寻找新的资金运用渠道。而此次发行超长期特别

国债，能够在目前化解城投债问题大背景下，解决部分重

点领域重点项目的资金来源，同时也为银行构建了更多的

资金渠道。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表示，超长期特

别国债是否适合普通个人投资者购买，主要取决于投资者

自身的投资目标、风险承受能力、资金流动性需求以及对

市场利率变动的预期。如果投资者寻求长期稳定的投资回

报，并且不需要在短期内动用资金，超长期特别国债是一

个可以考虑的选择。

（摘自证券日报）

因地制宜加快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从资源禀赋条件出发，重点发展特色产业。西部地区要

从自身资源禀赋条件出发，利用好矿产资源储量大、分布相

对集中，土地面积广阔且地形地貌多样化，太阳能、风能、

水能等清洁能源资源丰富，以及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独特等

优势，选择具有发展潜力的特色产业作为重点发展方向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深刻变革和全球产业链布局重新调

整，西部地区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正面临着产业

转型升级的重大机遇。

。

从发展阶段出发，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西部地区

要抓住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这一机遇，

立足自身产业基础，选择与自身发展阶段相匹配的产业进

行承接，要循序渐进、避免盲目引进不适合本地区发展的

产业。在承接产业转移时，要学习借鉴东部地区成功经

验，做好各项承接工作，提升软环境和配套能力。

从区位优势出发，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要建

设好利用好各类产业园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

作区、自贸试验区等平台，扎实推进与“一带一路”共建

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同时，要做好国际国内规则制度

衔接、内外贸市场渠道双向对接和企业产业融合发展，提

高西部地区的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水平，更好利用国内国外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从生态环境特点出发，始终坚持绿色发展。西部地区

生态环境多样，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同时也面临着生

态保护和修复的双重任务。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能简单

地追求速度和规模，而应当注重质量和效益。要大力发展

清洁能源、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提高绿色产

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制定和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

税、金融、环保产业政策等政策体系，鼓励社会资本进入

绿色产业领域；加快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产品价值评价机

制、生态产品市场交易机制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摘自光明日报 《因地制宜加快西部地区产业转型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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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政策拐点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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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续写新篇
民营经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推进创新的重要

主体。2024年一季度四川民营经济成绩如何？

今年一季度，全省民营经济增加值同比增长6.7%，较上年同期提升4.8个百分点，高于

全省GDP增速0.6个百分点，增速自2021年底以来首次超过全省GDP增速。民营经济增加

值占全省GDP比重为55.2%，较2023年全年提升1.7个百分点。全省民营经济延续恢复向

好发展态势。

民营经营主体稳定增加。截至2024年一季度末，全省实有民营经营主体881.93万户，占全部经营主体的比重为97.2%。图为成都某民营汽车工厂。

民间投资加快回暖。一季度，
全省住宿和餐饮业、制造业民
间投资增速较快，分别为
59.5%、28.4%。图为成都
某火锅店。

12个市（州） 民间投资正增长。

自贡市、阿坝州、眉山市增速超
过30%。图为仁寿某民企投资
组建的川果智慧冷链物流中心。



四川

近年来，四川经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

展态势得到持续巩固。2024年一季度，

全省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同比增长

2.7%；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3.2%。

以2.7％的能耗增速支撑6.1%的经济增

长，全省节能降耗实现良好开局。

全国

2024年以来，甘肃推进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加快

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力促进了全省工业经济

发展。1—4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1.7%。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

值增长11.8%，制造业增长13.2%，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4.4%。

近年来，安徽按照“龙头企业—产业

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的路径，推进产

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势；用好产业链招商、

场景招商等模式，通过市场力量发现产业资

源；同时，与国际商协会、双边基金等合作，

推动安徽优势产业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

2024 年 1—4 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2%，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18.3%，已

经连续27个月保持18%以上的增速。
近年来，资阳加快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电子信息、能源化工、先进材

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资阳工业注入

了新的活力。1—4月全市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16.1%，比全省高9.3

个百分点，居全省第二位；4月增加值

增长 18.8%，比全省高 12.9 个百分

点，居全省第一位。1.41万亿元

宏观视角 MACROECONOMIC OBSERVATION 数字快报

120698元

2023年，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社会发

展稳定，就业人员增加，城镇单位就业人

员年平均工资总体继续增长，实际增速高

于上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

为120698元，比上年增加6669元，名义

增长5.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5%；

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68340元，比上年增加3103元，名义增长

4.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5%。

11.7%

2.7%

在新能源汽车、科技产品、劳动密集型

产品进出口大增和跨境电商迅猛增长的带动

下，深圳外贸进出口实现快速增长。2024年

1—4月，全市累计进出口1.41万亿元，同

比增长31.8%，占广东的50.3%、占全国的

10.2%，总量超过上海成为全国“外贸第一

城”。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万亿元，增长

48%，占深圳进出口总值的71%，比重较去

年同期提升7.8个百分点。

全省第一

连续27个月增速超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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