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銀金研中心首席研究員唐建偉指出
，二季度工業生產連續兩個月放緩，工業
產出水平的下降會直接影響到當季經濟產
出的能力， 「綜合需求端的疲軟判斷，上
季中國經濟增長動能或將有所趨弱，當季
中國GDP同比增速或小幅放緩至6.3%」。

穆迪維持A1評級
興業銀行兼華福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魯

政委預計，二季度中國GDP同比增速或放
緩至6.2%，較今年首季溫和回落0.2個百分
點。他解釋，4月、5月工業增速較今年首
季有較大幅度的回落，這決定了二季度
GDP增速大概率將低於一季度；此外，隨
着資本市場的回暖，上季金融業增速很可
能高於一季度的水平，該因素可部分對沖
工業對GDP的拖累。

光大證券宏觀首席分析師張文朗則較
樂觀指出，二季度中國經濟整體或呈現 「
穩中偏弱」格局，GDP同比增速或為6.4%
，且經濟增長結構可能有所變化。一方面
， 「減稅降費」將促進 「消費」，二季度
「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或有所提升

，但因投資增速的下滑，投資對GDP的拉
動作用可能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二季度
淨出口同比增速可能放緩，其對經濟的貢
獻或將下降。

此外，穆迪最新評級報告維持中國 「
A1」評級，展望為 「穩定」。對此，交銀
金研中心高級研究員劉學智認為，這表明
國際機構對中國經濟前景依然看好，特別
是在全球經濟和需求預期下滑背景下，逆
周期調節政策，將令中國經濟延續穩健運
行的格局。

穆 迪 副 總 裁 兼 高 級 信 用 評 級 主 任
Martin Petch表示，當前中國經濟的政策重

心，已轉向 「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包
括實現環境和社會雙重目標，而對經濟增
長率的重視度已有所下降，料今明兩年中
國GDP同比增速或溫和放緩至6.2%和6%。

不過，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
副所長、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董事長閻衍
提醒， 「今年首季中國總槓桿率增幅明顯
高於2017至2018年各季度的增幅。」他指
出， 「中國的政府部門槓桿率增幅雖然較
小，但仍應重點關注其隱性債務的風險及
化解。」特別是在經濟下行壓力顯現，以
及宏觀政策 「穩增長」的背景下，未來中
國槓桿率仍有繼續攀升的可能性，鑒於此
「政策調整方面需要防範 『處置風險的風

險』」。

地方專項債放寬谷基建
值得一提的是，中美領導人近期在

G20峰會會晤後，兩國貿易緊張關係有所
紓緩。 「儘管當前中國經濟仍面臨內外部
需求走弱壓力，但在逆周期政策調節作用
下，下半年中國經濟仍將繼續在合理區間
內運行。」唐建偉明言，製造業投資預期
的減弱，會影響整體投資的增長，但地方
專項債券政策的放寬，會直接推動基建投
資 「企穩回升」；消費方面，當前中國的
消費增長仍相對穩健，其對經濟增長的貢
獻度亦持續增強，未來最終消費支出對經
濟增速的拉動作用有望超過75%。

唐建偉認為，下半年中美貿易摩擦如
果升級，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將明顯加大，
但貿易摩擦一旦得到緩解，中國的經濟運
行就仍會保持平穩，無論外部環境如何變
化，在 「逆周期政策」調節作用下，中國
2019年全年的經濟增速均有望維持在6%至
6.5%的合理區間。

人行倡灣區金融機構統一合規標準
【大金報訊】記者毛麗娟深圳報道：

推 「單一通行證」促三地融合《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後，業界更加關
注三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在昨日舉辦的
財新大灣區金融論壇上，人行深圳支行行
長邢毓靜透露，正向中央申請允許三地共
建大灣區金融機構聯合委員會，梳理大灣
區三地監管標準與規則的差異，呼應三地
市場需求，遵循統一合規標準，劃定具體
業務進行互聯互通。她相信不久的將來，
大灣區居民將在跨境消費、跨境購買保險
、跨境購買理財產品上享有更多便利。

邢毓靜透露，深圳經濟特區金融學會
不久前與招商銀行合作發布了《粵港澳大
灣區金融融合發展研究》課題報告，推出

這份報告前向大灣區居民發放了4000份調
查問卷，其中70%的居民希望跨境消費的
便利性進一步提升，47%的居民希望跨境
保險能夠放開，超過50%的居民希望跨境
購買理財的政策能夠進一步寬鬆。而在機
構準備方面，2003年人民幣國際化以來，
灣區金融機構基於自身發展的需要，不斷
地自發梳理三地在個人金融、公司業務，
甚至包括在金融科技等領域監管標準的差
異。

漸取消准入審批限制
邢毓靜稱，逐步取消准入審批限制、

推動規則趨同，是建設統一金融市場的關
鍵。三地將向中央申請建立大灣區金融機

構聯合委員會，委員會下設各類金融機構
的分委會，吸引各類同業金融主體參與，
發揮市場的作用。其職責是梳理粵港澳大
灣區三地金融運作標準和監管規則的差異
，在此基礎上建議借鑒歐盟的金融市場法
律框架，授予粵港澳灣區內合格金融機構
「單一通行證」。

她解釋， 「單一通行證」機制相當於
劃定一個最低標準，根據該政策，金融機
構從大灣區區域中某一地的監管機構獲得
牌照，可以在整個大灣區市場設點。由此
先易後難，跨境沙盒監管模式逐漸落地，
最終實現粵港澳大灣區金融一體化、經濟
一體化變得水到渠成了。逐步取消准入審
批限制、推動規則趨同，是建設統一金融
市場的關鍵。

中國國債協會會長孫曉霞在同一場合
上表示，大灣區面臨的金融監管難度大，
存在境內外金融市場差異、金融一體化、
產品的多樣性和複雜性等諸多挑戰；而在
跨境交易上，大灣區內三種貨幣、三種匯
率體制、三種資本流動管理方式導致區域
內金融交易不能出清，出現 「兩個價格」
，帶來跨境交易方面的挑戰。孫曉霞認為
，大灣區金融融合發展的路徑可以從以下
幾個方面着手：在金融監管職能發揮上融
合，加強金融監管部門的溝通與金融監管
標準的一致性；以科技創新促進融合，加
強與產業的聯動。

深港澳擬聯合培育金融科技師

【大公報訊】記者張豪、彭巧容報道：
上交所昨晚公布，將於7月22日舉行科創
板首批公司上市儀式。上交所披露，目前
科創板股票上市委員會已審議通過31家公
司的發行上市申請，已有25家公司獲得證
監會同意註冊的批覆，為科創板首批掛牌
上市公司。市場關注未來新股密集發行，
或令後市承壓。

新股來襲 A股下周料承壓
A股昨日震盪回升，滬綜指、深成指

及創業板指最後分別升0.19%、0.8%及
0.98%，收報3011.06、9443.21及1547.74點
；昨日大市成交則較上日萎縮逾10%。總
結本周股市表現，受惠中美宣布重啟貿易
談判，滬綜指、深成指及創業板指分別周
漲達到1.08%、2.89%及2.40%。

成交量方面，滬深兩市總成交由上日
的4385.08億元減至3743.16億元，減幅達到

14.6%；北向資金錄第二天淨流入，達6.82
億元。巨豐投顧認為，昨日市場延續窄幅
震盪走勢，市場成交量萎縮明顯，預計短
期大盤仍將窄幅震盪，等待利好的刺激。
國盛證券也指出，在缺乏新的做多因素支
持下，A股沖高乏力，不得不重回2800至
3050點區間震盪。

對於下周中美貿易談判重啟，大同證
券投資顧問陳劍向內媒表示，比5月份的
時點要好，也有利於市場信心提升，看好
5G等科技股的投資機會。他也關注下周多
隻新股密集發行，將對投資者帶來一定的
擔憂。光大證券也表示，下周有多隻新股
集中發行，市場或面臨一定壓力。

國盛證券與光大證券建議投資者繼續
保持倉位觀望。國盛證券稱，面對區間震
盪行情，控制倉位、精選個股，仍然是目
前階段的主要操作方法。光大證券建議投
資者適當低吸。

首批科創板公司兩周後上市

二季度中國宏觀經濟數據快將發布。有受訪分析師指出，上季
中國經濟面臨的內外部需求雙雙趨弱，儘管投資、淨出口對經濟的
貢獻度或有所下降，但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會更明顯，預計
二季度中國經濟運行將呈現 「穩中偏弱」 格局，經濟增長結構卻會
持續優化，當季GDP同比增速可能小幅放緩至6.3%。

中國經濟上季料增6.3% 結構續優化
運行將呈穩中偏弱 消費支撐作用更明顯

中 國 經 濟 大公報記者 倪巍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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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經濟的政策重心，已轉向 「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
，包括實現環境和社會雙重目標，而對經濟增長率的重視度
已有所下降

穆迪對中國的評級態度，表明其繼續看好中國經濟前景。預
計逆周期調節政策將令中國經濟延續穩健運行格局，隨着各
項改革措施的深入推進，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可以持續

中美兩國元首在大阪G20峰會期間就 「重啟貿易談判」 達成
一致，避免了兩國貿易爭端進一步惡化的風險，目前看中美
均有達成協定的訴求。中國廣闊的市場，對外資有着其他市
場無可比擬的優勢及吸引力

近期 「包商事件」 ，反映了 「穩增長」 和 「防風險」 環境下
，對一些風險個案的處理或對當前市場構成一定壓力，目前
所面臨的市場流動性分層與結構的變化，是防風險過程中需
重點關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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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毛麗娟深圳報道：
作為大灣區金融業核心城市之一，深圳市
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巡視員肖志家透露，
未來深圳金融建設將圍繞三方面重點展開
：打造灣區金融科技的發展核心引擎、打
造輻射亞太的財富管理中心，建設可持續
發展的綠色金融和社會責任金融引領區。

他透露，深圳正與香港金管局、澳門
金管局建立對接機制，經過三年謀劃，擬
開展三地聯合培養金融科技師的專項計劃

，三地共同編寫教材以及考試大綱，打造
共同的人才標準，為金融創新提供人才保
障。據悉，深圳將每年拿出5000萬支持金
融科技師的培訓。

國家開發銀行前董事長陳元表示，為
更好地發揮深圳金融和科技創新的引領與
輻射帶動作用，他建議，在資本市場方面
，深圳應該發展以深圳證券交易所為核心
的資本市場，建設保險創新發展實驗區。
繼續鼓勵支持金融科技發展，開展金融科

技試點，加強金融科技載體建設以及與香
港等地的金融科技的合作。在深港、深澳
合作方面，繼續推進深港金融市場互聯互
通，加強深澳金融建設，探索實體經濟的
新模式。繼續加大建設重大科技基礎設施
和高水平研究機構，吸收社會資源，鼓勵
企業投資，以市場化方式提升科技力量，
投資研究機構，促進研究成果高效轉化，
彌補我國基礎科技底子薄弱的短板，助力
粵港澳大灣區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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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連舸升任中行董事長
【大公報訊】中國銀行（03988）公布

，已收到中國銀保監會的批覆，核准劉連
舸出任董事長的任職資格。劉連舸由昨日
企就任中行董事長，同時擔任中行董事會
戰略發展委員會主席，亦會出任中行旗下
中銀香港（02388）董事長一職。

這距離劉連舸出任中國銀行行長還不
到1年時間。2018年8月27日，劉連舸出任
中行行長，並在10月被選舉為執行董事兼
副董事長，成為中行 「二把手」。就在不
久前，中行內部已經召開幹部會議，任命
劉連舸為中行黨委書記。

中行原董事長陳四清在今年4月28日出
任工商銀行董事長，中行董事長空缺近兩
個月後，劉連舸接任，從行長、副董事長
到董事長，職位得以再進一步。

據通告介紹，劉連舸於1961年出生，
1987年畢業於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獲
經濟學碩士學位，擁有高級經濟師職稱。
他於2018年加入中行，曾擔任行長、副董

事長職務。在此之前，他曾擔任中國進出
口銀行副董事長、行長。此外，他曾在中
國人民銀行工作多年，先後擔任中國人民
銀行國際司副司長、中國人民銀行福州中
心支行行長兼國家外匯管理局福建省分局
局長、中國人民銀行反洗錢局（保衛局）
局長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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