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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國資行業布局計劃從70個行
業收縮調整到50個

計劃退出黑色金屬冶煉業等行
業，國資行業布局控制到60個
以下

退出廢棄資源和廢舊材料回收
加工業等3個行業，國資行業分
布收縮到61個

穩妥退出印刷、新聞出版等6個
行業，從70個收縮到64個

行業跨度從79個收縮到70個，退
出的9大行業包括木材加工、文教
體育用品製造業、皮革製品業、造
紙及紙製品業、傢具製造業、非金
屬礦採選業、其他採礦業、工藝品
及其他製造業、管道運輸業等

滬國資加速收縮滬國資加速收縮
半年退出三行業半年退出三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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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監：單純放水不可續

為推動企業重組聯合，推進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
，上海國資委穩妥退出 「廢棄資源和廢舊材料回收加
工業」 等三個行業，國資行業分布收縮到61個。上海
市國資委副主任、新聞發言人劉燮昨日表示，三季度
將繼續加快行業布局調整，穩妥退出 「黑色金屬冶煉
業」 等行業。 本報實習記者 夏微

中國銀監會主席助理閻慶民近日表示，目前單純
依靠釋放流動性助推經濟不可持續，經濟增長過度依
賴銀行信貸而不是資本市場，只會導致金融風險日益
向銀行體系積聚，市場迫切需要財政政策以及其他相
關政策跟進。

閻慶民在金融時報撰文指出，目前單純依靠釋放
流動性助推經濟不可持續。首先，增加流動性無助於
結構性矛盾的解決，且流動性的過度注入還會影響宏
觀金融穩定。其中，中國 M2（廣義貨幣供應量）／
GDP（國內生產總值）已高達 180.6%，遠遠超過美國
60%左右的水平，也明顯高於歐盟 100%的水平。種種
跡象表明，通過釋放流動性的方式助推經濟增長的空
間已十分有限。

信貸／GDP已達123.4%
閻慶民同時提醒目前單純依靠信貸增長助推經濟

不可持續。從金融深化指標看，銀行信貸始終在超
GDP 增速增長。特別是○八年以後，銀行貸款每年都
以近8萬億元人民幣甚至更大規模的速度遞增，信貸／
GDP 比例不斷攀升，截至二○一一年末已高達 123.4%
，不僅在轉型國家絕無僅有，即使美國、日本等發達
國家也望塵莫及。

他直言，經濟增長過度依賴銀行信貸而不是資本
市場，只會導致金融風險日益向銀行體系積聚，嚴重
違背了 「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的一般性常識。
尤其令人擔憂的是，當前中國部分信貸領域不良貸款
存在反彈壓力，特別是受經濟放緩影響，小微企業經
營壓力增大，潛在風險上升；融資平台貸款進入集中
還款高峰期，部分地區融資平台資金鏈緊張；產能過
剩及出口敏感型行業經營困難，虧損面擴大；房地產

開發企業資金鏈趨緊，銷售回款緩慢等。由於信貸基
數過高，一旦不良率反彈，就會對金融穩定造成影
響。

閻慶民建議，下一階段要進一步發揮財稅政策作
用。一方面，中國積極財政政策仍有操作空間。今年
以來，財政收入增幅雖有放緩，一旦經濟企穩回升，
仍有望恢復去年增長態勢。另一方面，當前諸多領域
迫切需要加大財稅投入力度。建議加快落實結構性減
稅政策，減輕稅收負擔，激發企業發展活力，增強經
濟發展內生動力；進一步提高微型企業和個體工商戶
稅收起徵點，對小微企業社保繳款由企業負擔的部分
，鼓勵地方財政給予適當補助；加快擴大營業稅改徵
增值稅試點範圍，減少重複徵稅；加快出口退稅申請
審核進度，緩解企業資金周轉壓力。

渣打銀行大中華區研究部主管王志浩在其最新報告
中提出，汽油∕柴油需求可作為跟蹤中國經濟活動的指標，
以替代長期被作為中國工業生產近似指標的發電量。

王志浩等人的研究發現，今年四月至五月中國發電
量已呈下降趨勢，但工業產出同比增長仍然維持在10%
的水平。報告並指出， 「而幾個星期以前，一家我們有
業務接觸的國內主要電力公司稱，國家的電力數據已經
不再與他們的實際數據相符。」

報告稱，一九九八年、二○○八年末二○○九年末
，也曾出現相類似情況：即當時電力產出連續數月負增
長，但GDP卻沒有。報告分析認為，出現這種情況，
或是工業部門突然之間極大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服務
部門出現了迅速發展，或是工業產出（或者說 GDP）

的數據有問題。
在比較了煤炭等指標後，王志浩等提出，汽油∕柴

油需求可作為跟蹤中國經濟活動的替代指標。在過去一
年中，柴油產量增長緩慢，但目前為止沒有再現二○○
八年那樣的大暴跌。至今年五月，汽油穩定地保持8%
的同比增長，顯示居民消費量增長也在繼續；而柴油的
需求增長在過去六個月裡則呈現疲軟態勢，同比增長只
有2%，表明工業生產增長放緩。

報告並強調，年末工業生產的疲軟也反映在汽油∕
柴油數據上，其中汽油產品表現相對保持強勢。這使該
行有理由相信汽油∕柴油產量加上淨進口量可以作為經
濟活動的合理衡量指標。目前工業生產似乎在放緩、消
費增長卻有所反彈，這也體現在PMI指數持續背離。

渣打改用汽油需求分析經濟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十八日電】交通銀行首席經濟
學家連平今日在京表示，在近期政府持續出台的穩定增
長政策的作用下，經濟已有企穩跡象，預計下半年經濟
形勢要好於上半年。他提醒稱，今年下半年和明年還要
特別注意防範，由於穩增長政策在執行中的失當和政府
換屆兩個因素共同疊加而可能出現的投資過熱風險。

連平認為，自二○一一年初至上季，中國經濟增速
已連續六個季度放緩。經濟中長期的潛在增速放緩、短
期內部政策主動調控及外部衝擊等多重因素疊加，是本
輪經濟下行的主要原因。儘管當前內地經濟形勢較為嚴
峻，但從經濟增速回落延續的時間及幅度來看，當前經
濟形勢仍明顯好於○八年次貸危機時期。他表示，由於
投資、消費和出口的增速在下半年都將趨於回升，下半
年經濟形勢將好於上半年，GDP（國內生產總值）同
比將在三季度開始回升，預計三、四季度GDP同比在8%

、8.3%左右，全年GDP實際增速仍將可能保持在8%左右。
對於下一階段政策調整取向，交行判斷，預期下半

年貨幣政策維持穩健基調，並進一步增強其靈活性、針
對性和前瞻性，操作上朝着合理增加流動性並促使市場
利率下降的方向繼續微調。預計存款準備金率還可能適
度下調一至三次、每次0.5個百分點。利率政策需要同
時平衡好穩增長與控通脹之間、實體經濟與銀行業利益
之間的關係。年內不排除再次降息的可能，但不會形成
持續大幅降息的局面。

在市場探討政府將出台哪些政策進一步 「穩增長」
之前，連平特別提醒，在關注短期增長時更應高度重視
如何逐步改善經濟增長質量的問題、合理調配長期與短
期增長之間的關係。今年下半年和明年還要特別注意防
範，由於穩增長政策在執行中的失當和政府換屆兩個因
素共同疊加而可能出現的投資過熱風險。

交銀：下半年經濟將向好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競爭力研究部部長許保利指出，一些國企在市場化
改革中因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而退出市場，還有一些國企從一些不具競爭優
勢的領域退出進行重新布局，這為非公有制企業提供了發展空間。尤其是隨着
改革的不斷深化，相應地在中小企業層面上國企基本上實現退出，這有利地促
進了中小企業為載體的非公有制經濟的快速發展。

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分析稱，上海國資逐漸退出的行業都有些產
能過剩，這也是該市國資企業產業升級換代和加快行業布局調整的需要。據上
海國資委今年初表示，今年上海國資國企涉及的行業將由64個收縮到60個以
下，有效管理層級在三級以內的企業集團，由15家增加到17家以上，調整清
理非主業和殼體企業150家。

90%產業將三年內整體上市
另根據該市國資委的規劃， 「十二五」期間，上海國資行業布局將從70

個行業收縮調整到50個；上海國資系統90%的產業集團要實現整體上市或核
心資產上市。劉燮昨日在介紹上半年上海國資國企改革發展情況時透露，為落
實滬國資 「十二五」規劃，調整國資布局、優化產業結構，上海國資委調整清
理非主業企業90餘家，企業集團通過開放性市場化重組，進一步增強了核心
競爭力。

她同時透露，今年三季度，上海國資委將繼續加快行業布局調整，淘汰落
後企業和產能，穩妥退出 「黑色金屬冶煉業」等行業，國資行業布局控制到
60個以下；繼續推進有條件的企業集團有效管理層級壓縮到三級以內。

她強調，上海國資系統企業要主動對標國際一流，以提高國際競爭力為重
點，全面抓好管理提升。通過財務風險預警窗口指導，及時幫助企業應對和化
解風險。支持企業集團加強集中管控，整合資源提高效率，支持企業集團建立
以財務公司、結算中心等為載體的資金集中平台。鼓勵支持企業集團加強與金
融機構合作，以 「定制服務」的方式降低資金成本。搭建委辦合作平台，共同
為企業加快發展提供政策支持。李迅雷認為，企業與金融機構的合作能夠使得
企業更好地整合資源，完善資產負債管理。

上半年淨利微增3.3%
除搭建產融平台，劉燮亦表示，上海國資還將搭建企業協同平台，鼓勵支

持設計、投資、建設、製造業企業 「抱團出擊」，形成國資國企整體優勢。要
加快證券化步伐，繼續推進企業集團整體上市或核心資產上市，優化整體上
市公司管控模式，實現從資產管理向股權管理、價值管理轉變；與此同時，
探索建立國資監管與上市公司監管有效銜接的制度體系，逐步提高國有企業
整體管理水平。

此外，上海國資委提供的數據顯示，今年一至六月份，上海國資委全系
統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累計實現營業收入 7727.20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10.2%；利潤總
額 443.49 億元，同比下降 6.6%；歸屬母公司淨利
潤223.16億元，同比增長3.3%。

【本報記者韓毅重慶十八日電】在中國經濟面臨嚴峻形勢的當下，央企和地
方政府的項目簽約又迎來了新的一輪熱潮。央企投資覆蓋範圍不僅有中西部省份
，也包括經濟發達的東部和沿海地區。據不完全統計，○八至一一年四年間，央
企在地方投資增長了42倍。僅今年五月以來，央企在內地近30個省市的新增投
資達到數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五月以來，央企加大了在內地投資力度，更大規模的集中投資當屬西部。22
家央企在七月十七日與長沙市簽下合作協議，項目投資總額350億元；四月二十
七日，52家中央企業在京與陝西簽署重大戰略合作協議206個，新增投資逾7000
億元；五月十六日，國資委主任王勇親率 118 家央企負責人赴渝與當地簽約 72
個合同項目，總投資將達3506億元。此次簽約是建國以來重慶市最大一次規模
的企業集中簽約。此外，截至七月十六日，央企在河北已開建項目60項，總投
資2772.5億元。

另有內地媒體對全國27個省區市所披露的央企地方合作數據所做的不完全
統計顯示，二○○九年、二○一○年和二○一一年，央企在地方投資披露總額分
別為：2.81萬億元、5.12萬億元和11.38萬億元。然而，央企的投資效率並不樂
觀。國務院參事湯敏此前指出，以目前央企27萬億的總資產、淨資產10.5萬億
看，去年的淨利潤不足萬億，平均淨資產收益率約8.4%，剔除息稅後的總資產
回報率約3.2%，還不及銀行的一年期基準存款利率3.25%高。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諮詢中心常務副主任黃路明接受本報採訪指出，央企在地
方大規模的投資，如果審批不夠嚴格，會導致盲目上馬項目、重複生產建設致產
能過剩等問題。湯敏亦表示憂慮，認為監督央企擴張的邊界，應是國資委一個非
常重要的任務。

中國區域經濟與城市發展學者劉斌夫則對本報指出，不能單純看待央企、國
企在地方的投資。高層對投資的把控寬嚴無度，經濟指標上不去，就保增長，最
大的槓桿就是動用國企，尤其是央企投資。央企在資源配置上有優先權、壟斷權
，民企與之相比就相對弱勢。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長疲軟，肯定要加大央企的投資
力度，但要規避投放到不該投入的領域，避免像○八年應對危機過頭了，有些資
金直接投到房地產領域。

上半年上海國資委推動證券化
優化結構調整情況

●完成海通證券H股、華虹計通創業板上
市，隧道股份、交運股份、上柴股份非公
開發行

●海立股份、愛建股份等非公開發行方案
獲中國證監會通過融資158.72億元，涉
及資產78.54億元

●上汽集團先後在煙台、武漢、寧波、烏
魯木齊等地開工建設生產基地

●上海電氣在印度建立本土化經營企業，
進一步擴大電站設備製造國際市場份額

●光明食品集團成功收購英國維他麥60%
股份

●申能集團與河北港口集團、同煤集團、
中海集團合作，實現煤港航電有效銜接

央企再掀起投資潮

◀ 「重慶市與
中央企業合作
項目 」 簽約儀
式，118家央企
在 渝 總 投 資
3506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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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國資委副主任、新聞發言人劉燮（右二）介紹上海▲上海市國資委副主任、新聞發言人劉燮（右二）介紹上海
市國資委系統上半年國資國企的改革發展情況市國資委系統上半年國資國企的改革發展情況 本報攝本報攝

▲2008年以後，銀行貸款每年均以近8萬億元甚
至更大規模的速度遞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