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 闻 02
本版编辑：程 晖 Email：crdzbs@163.com 2023.09.18 星期一

1版《

□ 肖新建

从宏观发展环境看，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新的

困难挑战，但也要看到，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经济恢

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我国经济具

有巨大的发展韧性和潜力，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

变。从能源电力及相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看，上半

年呈现出了诸多亮点，值得深入分析和把握。

第一，作为经济发展先行指标的用电量数据表现

良好。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达43076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5.0%，同比增速增加2.1个百分点。特别是，上半

年第二产业用电量达 2867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4%，同比增速增加3.1个百分点。全社会用电量这

一先行指标的较好表现，显示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

韧性和潜力。

第二，能源供应能力稳步提升，进一步夯实了安全

保障基础。国家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

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均保持同比增长，原煤、原油、天然

气进口较快增长。上半年，原煤、原油、天然气生产量

分别为23亿吨、10505万吨和1155亿立方米，同比分

别增长4.4%、2.1%和5.4%。上半年发电量41680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3.8%，能源电力的稳定供应，有效保

障了我国能源安全，支撑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第三，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跑出“加速度”。上

半年，光伏发电和风电高速发展，截至6月底，光伏发

电和风电累计装机分别达4.7亿和3.9亿千瓦，同比分

别增长39.8%和13.7%，推动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

量达13.9亿千瓦，占全国电力装机总量51.5%，占比同

比提高3.4个百分点。从电力增量看，上半年非化石

能源发电新增装机占全国新增电力装机比重达

76.6%，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加速度”明显。

第四，能源相关战略性新兴产业延续爆发性增长

势头。在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加强配套设施建

设，促进新能源汽车持续健康发展的国家政策持续发

力下，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延续了2022年的爆发性增

长态势。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同比增长

35.0%和44.1%，与之相关的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

和充电桩等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6.4%和53.1%。

在能源产业绿色转型引领下，光伏电池、风力发电机组

和水轮发电机组等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4.5%、

48.1%和32.3%，产业相关的绿色材料供给增加，其中

太阳能工业用超白玻璃、多晶硅、单晶硅分别增长

89.1%、86.4%、54.1%；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其

复合材料分别增长84.5%、65.2%。

总体上看，上半年能源电力及相关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的新动能不断积聚，能源安全保障作用进一步

增强，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持续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加

速发展，整体势头良好。但也要看到，当前世界政治经

济形势错综复杂，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影响，我国

经济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下半年，要深入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进一步夯实能源安全

保障水平，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面提升产业基

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持续推进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支撑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

增长。

一是要做好迎峰度夏及下半年能源电力安全供应

保障工作。要进一步全面分析研判能源供需形势，进一

步细化煤炭、电力等生产保障工作，加快支撑性调节电

源建设，进一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抓好全国层面调度

衔接和运力保障工作，全力确保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供应

保障平稳有序进行，为经济全面恢复发展做好能源要素

的物质支撑。

二是要持续发力稳增长措施，促进能源相关战略

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从新能源汽车行业增长趋势来

看，下半年或将继续维持良好的增势。当前，汽车工业

对我国着力扩大内需、促进外贸和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

都将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我国新能源汽车已经在国内

国际拥有了良好的竞争力和品牌效果，更应进一步发挥

好新能源汽车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继续保持对

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性政策，促进新能

源汽车加快发展。

三是要进一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促进经济社会

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是全球发展大趋势，下半

年要持续加强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等建设安装

力度，加快推动非化石能源电力发展，促进能源生产结

构绿色化转型，从源头上增加绿色低碳能源比重。要一

以贯之坚持节约优先方针，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地做好

节能工作，用最小成本实现最大收益。要倡导绿色消

费，培育绿色市场需求，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要深化制度创新，完善绿色产业政策，支持非化石能源

发展，促进能源消费结构向清洁低碳加快转变，为绿色

转型提供政策保障。

（作者单位：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

雄安史家胡同小学迎来雄安史家胡同小学迎来首批新生首批新生
2023年秋季新学期，雄安史家胡同小学迎来建成后首批138名新生。据悉，雄安史家胡同小学由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负责属地

管理并委托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开展办学和运营。2017年8月，京冀两地签署《关于共同推进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战略合

作协议》，明确北京市以“交钥匙”方式，支持雄安新区新建雄安北海幼儿园、雄安史家胡同小学、北京四中雄安校区。图为雄安史家胡同

小学学生在操场上做体操。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进一步夯实能源安全保障水平
持续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连续实施两期黄

河下游防洪工程建设，全面完成了标准化堤

防建设，开展了河道整治和滩区安全建设，

开辟了北金堤、东平湖滞洪区，初步形成了

“拦、调、排、放、挖”综合处理和利用泥沙体

系。龙羊峡、小浪底等大型水利工程充分发

挥作用，河道萎缩态势初步遏制。

7月6日18时，随着河南省三门峡水利

枢纽泄流孔洞的精准开启，巨大的“水龙”喷

涌而出，三门峡水利枢纽开启2023年汛前

黄河调水调沙，助力冲刷小浪底水库库尾，

为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提供后续动力。

小浪底工程投入运行以来，实现了黄河

下游连续不断流，保证了沿黄50多座大中

城市供水，提高了下游1500万亩引黄灌区

的灌溉保证率，同时相继为其他2000多万

亩的沿黄耕地补充了水源。

“在应对2021年黄河罕见秋汛中，我们

精准调度小浪底、三门峡、万家寨、故县、河

口村等水库，将花园口流量始终控制在4800

立方米每秒左右，避免了下游140万群众转

移、399万亩耕地受淹。”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

司司长姚文广在日前国新办举办的“权威部

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助力我们抵御黄河水害的还有科技的

支撑。

在近日举办的世界水资源大会上，黄河

水利委员会展台的一部“机器人”引起了参

观者的注意。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

一台以机器人为载体的智慧防汛系统。系

统里输入了黄河流域每一个水库的实时数

据，包括入库流量、出库流量、水库蓄量和水

库水位等水情信息。“我们的防汛工作人员

可以根据这台智慧防汛系统提供的信息，对

可能到来的水灾提前预警，实施预案，有效

防止洪灾的发生。”

2021年10月，黄河实验室诞生了。通

过数字孪生技术，黄河实验室数字孪生团队

把黄河物理流域的全要素和水利管理活动

的全过程进行数字化场景构建，智慧化模拟

仿真，以助力精准化决策。

所谓“数字孪生黄河”指的是，现实中的

黄河全要素在数字空间的映射，通过流域多

要素实时感知，数字化场景交互反馈等，将

现实世界黄河中发生的各种现象在数字孪

生黄河中同步迭代。数字孪生黄河分为三

个部分，分别为流域级、水利工程级、城市级

的数字孪生三个维度，能够提前预判真实黄

河的一举一动，为黄河的“预报、预警、预演、

预案”提供智力决策支持。

黄河安澜，作为流域人民生活的保障，不

再只是一个梦想。

区域协调——绿色发展水平
持续提升

如今的黄河两岸，翠意盎然，生机勃

勃。母亲河再度用她清澈甘甜的“乳汁”为

流域经济注入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今年暑期，兰州这座黄河穿城而过的城

市“火”了，黄河两岸，人头攒动。1~7月，兰

州市接待游客4890万人次。其中，7月份

接待游客1268.1万人次，较上年同期增长

431.92%。“黄河之滨也很美”已成为兰州文

旅的新名片。

“三江源”所在地青海，践行新发展理

念，经济发展从产业链前端逐步延长至全产

业链，以“高精尖”“高科技”“高附加值”作为

发展方向，目前基本建成“钾、钠、镁、锂、氯”

五大产业集群，全国1/3的锂电池出自青海；

清洁能源装机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91%，占

全国清洁能源装机的18%，持续保持全国

领先。

陕西坚持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作为高

质量发展的基准线，持续推进能源绿色低碳

转型，神府、陕湖、渭南三个国家新能源基地

项目全面开工，坚持稳煤扩油增气并举，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

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

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提出

构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一廊引领、七区联

动、八带支撑”的总体空间布局，分类建设管

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等四

类重点功能区，描绘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保护的秀美蓝图。

站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三河交汇处，

落日余晖照映在黄河上，泛起粼粼波光，

“长河落日圆”的别样美景令人陶醉。黄河

两岸，正以年轻的姿态奔向美好的未来。

□ 本报记者 张洽棠

9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8月金融

数据。2023年前8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

量累计为25.2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8420

亿元。8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3.12万

亿元，比上年同期多6316亿元。2023年8月

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68.61万亿元，同

比增长9%。

所谓的社融数据，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

区在一定时间内，各类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

提供的融资总量。这一经济指标能够反映

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力和金融市场

的健康程度。如果社会融资总量增加，意味

着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提供了更多的资金

支持，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但如果

社会融资过度扩张，可能会导致资产泡沫、

通货膨胀等问题。

相关专家表示，8月金融数据超预期回

升，表明在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推动之

下，市场信心和情绪有所转变，信贷需求得

到有效激发，经济企稳回升态势不断稳固。

同时，对8月金融数据要全面客观地看，既

要看到数据背后的积极变化，也要看到目前

仍然面临不少挑战。总体而言，经济仍在筑

底之中，政策仍需继续发力。

总量好于预期

9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罕见地在中

午时分发布8月金融数据。同一天，全国外

汇市场自律机制专题会议在京召开，明确提

出金融管理部门有能力、有信心、有条件保

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该出手时就出手，

坚决对单边、顺周期行为予以纠偏，坚决对

扰乱市场秩序行为进行处置，坚决防范汇率

超调风险。

东北证券分析师张陈表示，在超预期的

时间点上公布了环比明显好转的数据，以及

对汇率问题的表态，提振市场信心的意图明

显。9月11日下午股市开盘随即拉升，而

债市表现相对淡定，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跳

涨后大幅回落。

政策要求也有迹可循。7月24日，中

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

度，着力扩大内需”，而信贷投放规模增加，

是稳增长政策发力的一个集中体现，也有助

于提振市场信心。

8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召

开电视会议，明确要求“主要金融机构要主

动担当作为，加大贷款投放力度，国有大行

要继续发挥支柱作用”，“要注意挖掘新的信

贷增长点”。此后票据利率大幅上扬，显示

银行信贷投放显著加快。

从数据总量看，8月社会融资规模和人

民币贷款均实现环比、同比多增，好于预期，

其中8月新增贷款更是创下历史同期峰值。

8月是信贷投放的传统“小月”，信贷增量总

体不大，如疫情前的2019年8月，人民币贷款

仅增加1.21万亿元，过去三年8月人民币贷

款平均增量为1.25万亿元，而今年8月人民

币贷款新增1.36万亿元，不仅在去年较高

基数上实现同比多增，还好于季节性规律。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这表明，

在多重积极因素作用之下，市场信心和预期

加快好转，有效融资需求正在恢复。”

董希淼强调，判断有效融资需求恢复情

况和金融支持服务实体经济力度，不应单看

一个月的金融数据。从今年前8个月情况

看，无论是社会融资规模还是人民币贷款，

前8个月均实现同比多增，这表明经营主体

融资需求和信贷投放的内生动力仍然不

弱。8 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

10.6%，增速虽然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

低0.1个和1.6个百分点，但仍然处于高位，

金融支持服务实体力度仍然较大。从信贷

投向看，此前公布的数据表明，小微企业、科

技创新、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得

到重点支持，信贷增速显著高于平均增速。

结构尚待优化

除了关注总量外，也应关注结构。

董希淼表示，信贷投放中“企业强，居民

弱”的格局仍然延续，结构还应进一步优

化。在8月1.36万亿元的人民币贷款增量

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9488亿元，同比

多增738亿元，环比多增7110亿元，是信贷

增长的主要支撑。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

数（PMI）由7月的49.3%回升至49.7%，实

体经济回升促进信贷需求平稳增长。但从

同比数据看，企（事）业单位贷款增量主要来

自票据融资增长，达到1881亿元，而短期贷

款、中长期贷款分别少增280亿元、909亿

元。在企业贷款利率处于历史低位的情况

下，企（事）业单位贷款短期贷款、中长期贷

款同比少增，反映出企业信贷需求有待更有

效激发。8月末，M2与狭义货币（M1）“剪刀

差”持平并维持在8.4%高位，也从一个侧面

反映出经济活力仍显不足。

董希淼表示，从住户部门看，8月住户

贷款结束了7月的负增长，但仅增加3922

亿元，同比少增658亿元。其中，住户短期

贷款增加2320亿元，同比多增392亿元；中

长期贷款增加1602亿元，同比少增1056亿

元，连续两个月同比少增，与同期全国房地

产市场表现一致。这表明，居民住房消费意

愿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提振。预计随着调整

优化后的住房信贷政策落地实施，以及各地

正在放松限购、限售措施，居民住房负担不

断减轻，住房消费意愿和能力将进一步释

放，住户贷款有望走出低谷、稳步回升。

开源证券分析师陈曦表示，回顾多轮稳

增长初期阶段，社融往往呈现出总量规模先

行扩大，随后企业和居民中长贷等结构逐步

改善的特征，结构不佳在稳增长的初期阶段

是正常现象。随着稳增长“组合拳”持续落

地，融资情绪大概率将持续好转，年内社融

增速有望继续回升。

陈曦认为，政府债发行已经显著提速，

这不仅可以直接拉动社融增速，同时也将拉

动基建等中长期贷款投资，基建已进入“金

九银十”，预期后续企业中长贷将有所回升；

在居民端，8月末“认房不认贷”、降低首套

房首付比例、调降存量房贷利率等地产优化

政策如期落地，地产需求有望边际改善，

9月以来地产销售已经止跌回升，预计后续

宽地产政策仍有加码的空间，居民中长贷有

望持续修复。

政策或将延续

8月金融数据企稳回升，与政策层面加

快调整、有力支持密不可分。近期，财税、金

融、房地产等领域政策加快落地实施，有力

提振了市场预期，稳定了市场信心。

董希淼梳理认为，从金融政策看，今年

以来金融管理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主要

有：两次降准，中国人民银行分别于3月27

日、9月15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各 0.25 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超万亿

元。两次降息，第一次是在6月，1年期和5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均下降10个基

点；第二次是在8月，1年期LPR较上一期

下降10个基点，旨在引导融资成本持续下

降。三次调整住房信贷政策，降低首套、二

套房贷首付比例，降低二套房贷利率下限，

引导银行降低存量首套房贷利率。同时，财

政部等部门对居民住房置换实现退税优惠，

地方政府加快落实“认房不认贷”政策，部分

城市还取消限购、限售措施。这些政策措施

的调整力度非常大，出台速度非常快，能够

精准直达，同时协同发力，有效地降低了企

业和居民的负担，提升了经营主体扩大消费

和投资的意愿和能力。

未来货币政策走势如何判断？东方金

诚分析师王青表示，接下来针对小微企业等

国民经济薄弱环节，以及科技创新、绿色发

展等重点领域，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重点

发力，在6月上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贷

款额度2000亿的基础上，其他政策工具额

度也有上调空间。在近期房地产政策密集

调整后，未来货币政策对房地产行业的支持

力度将进一步加码。其中，在有效实施保交

楼专项借款和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的同时，

不排除四季度增加额度、乃至推出新的定向

支持工具的可能。

8月金融数据回暖
总量结构状况反映市场预期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