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 5 月 15 日 星期四

农历乙巳年四月十八
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经济日报社出版

今日 12 版

中国经济网网址：http://www.ce.cn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14 代号 1-68 第 15277 期 （总 15850 期）

习近平会见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
新 华 社 北 京 5 月 14

日电（记者冯歆然）5 月 14

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

华出席中拉论坛第四届部

长级会议的哥伦比亚总统

佩特罗。

习近平指出，哥伦比

亚是拉美重要国家，中方

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

度看待发展两国关系。今

年 是 中 哥 建 交 45 周 年 。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

方愿同哥方共同努力，推

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

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

人民。双方要巩固政治互

信，加强战略沟通，把牢双

边关系发展方向。要以哥

伦比亚正式加入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为契

机，推动两国合作提质升

级。中方愿进口更多哥伦

比亚优质产品，支持中国

企业赴哥投资兴业，参与

基础设施建设。双方可进

一步拓展风能、新能源汽车、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

合作，共同实现绿色低碳转型。要办好建交 45 周年庆祝活

动，加强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

国友好民意基础。

习近平强调，中拉合作是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顺

应世界发展大势和历史潮流，符合中国和拉美国家共同利

益。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成功举行，向世界释放了共

谋发展振兴的积极信号。哥伦比亚作为拉共体轮值主席国，

为会议成功举办作出重要贡献。中方愿同包括哥伦比亚在

内的拉美国家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

实，更好造福中拉人民。

佩特罗表示，哥伦比亚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哥

方期待深入发展对华关系。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加强相互

支持。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贸易、基础设施、新能源、人工

智能等领域合作，改善人民生活。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

个别国家唯利是图的做法不利于世界，各国应团结应对。哥

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发展中国家

共同利益。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与哥伦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合作规划》。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5 月 14 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

议的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习 近 平 会 见 智 利 总 统 博 里 奇

新华社北京 5月 14日电（记者冯歆然）5月 14日上午，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中拉论坛第四届

部长级会议的智利总统博里奇。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智建交 55 周年。55 年前，两国老

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冲破冷战阴霾，开创了新中国同南美

国家建交先河。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

中智关系这艘航船始终乘风破浪，引领中国同拉美国家关

系发展潮流。中国和智利要不断丰富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的时代内涵，打造中拉共同发展样板、南南合作典范，共

同促进人类和平和进步事业。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智方夯实政治互信，坚持相互尊

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加

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

及 彼 此 核 心 利 益 和 重 大 关

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维

护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双方要落实好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规划，深化农

林牧渔、产业投资、基础设

施、绿色矿产等领域合作，

培育天文、极地、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新增

长 点 。 中 方 支 持 更 多 中 国

企业赴智利投资兴业，欢迎

更 多 智 利 优 质 产 品 进 入 中

国 市 场 。 双 方 要 加 强 文 明

互鉴，开展好教育、文化、媒

体、青年等交流活动，便利

人员往来，为两国关系长远

发 展 奠 定 良 好 社 会 民 意 基

础。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

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

流涌动，对国际经贸秩序造

成 严 重 冲 击 。 作 为 多 边 主

义 和 自 由 贸 易 的 坚 定 维 护

者，中智要加强多边协作，

捍卫全球南方共同利益。

博里奇表示，智利高度

重视对华关系。中国已成为智利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双方合

作造福了两国人民。智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与

中方进一步拓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智中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

在的成果。各国应坚持自由贸易和互利共赢，贸易不应只服

务于一国私利，发动贸易战没有出路。智方愿同中方一道，坚

定捍卫多边主义和联合国权威，坚持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共同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王毅参加会见。

博里奇访华期间，双方签署经济、出版、检验检疫、媒体智

库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5 月 14 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

议的智利总统博里奇。 新华社记者 李 响摄

树 立 起 南 南 合 作 的 典 范
5 月 1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

出席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

主旨讲话，深入阐述中拉命运共同体重

要理念的丰富内涵，提出发展中拉关系

的新倡议新举措，为中拉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指明方向，为共建中拉命运

共同体注入新动能。

今 年 是 中 拉 论 坛 正 式 运 行 10 周

年。过去 10 年，中拉论坛蓬勃发展，机

制日臻完善，已成为增进中拉政治互

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民心相通

的重要平台。近年来，中拉高层保持密

切互动和战略沟通，中拉关系历经国际

风云变幻考验，已经进入平等、互利、创

新、开放、惠民的新阶段。面对深刻演

变的国际形势，中拉坚定捍卫多边主

义，共同发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时代

强音，树立起南南合作的典范。

作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

延伸，拉美地区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的重要参与方。截至目前，中国已与超

过 20 个 拉 美 和 加 勒 比 国 家 签 署 共 建

“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一批批标志性

重大项目稳步推进，合作潜力不断释

放。从哥伦比亚首都地铁一号线让波

哥大市民实现“地铁梦”，到中国—玻利

维亚卫星合作覆盖 75 万移动用户，让

50 万家庭免费看上电视，再到古巴马里

埃尔太阳能光伏电站、西罗·雷东多生

物质发电站助力该国能源保障和可持

续发展，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给拉美民

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顺应经济全球化的理念、实打实沉

甸甸的成果、越来越广阔的发展前景，

让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

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本次会

议期间，哥伦比亚确认加入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随着中拉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深入推进，这场横跨山海的“双

向奔赴”正以更广维度、更深层次重塑

全球南南合作图景。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多

重风险交织叠加，各国唯有团结协作，

才能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发展

繁荣。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都是

全球南方重要成员，独立自主是中拉的

光荣传统，发展振兴是中拉的天然权

利，公平正义是中拉的共同追求。面对

地缘政治和阵营对抗暗流涌动、单边主

义和保护主义逆流滋长，中方将同拉方

携手启动“团结工程”“发展工程”“文明

工程”“和平工程”“民心工程”五大工

程，共同落实三大全球倡议，共谋发展

振兴，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合作共赢才能办成事、办好事、办

大事，这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

践的深刻启示，也是中国携手各方共建

“一带一路”的宝贵经验。在全球充满

动荡和不确定性的当下，中拉加强务实

合作，携手在各自现代化征程上并肩前

行，必将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维护世

界和平稳定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 金观平

4月份社融新增 1.16万亿元，同比多增 1.22万亿元——

融资总量增成本降支持实体经济
本报记者 姚 进

5 月 14 日 ，中 国

人民银行发布最新数

据，4 月末，社会融资

规 模 存 量 424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7% ；

广 义 货 币（M2）余 额

325.17 万 亿 元 ，同 比

增长 8%；两项增速均

较上月明显加快。月

末 人 民 币 贷 款 余 额

265.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还原地方债务

置换影响后增速仍超过 8%。总体来看，金

融总量增长既“稳”又“实”，体现了适度宽松

的货币政策取向。

4 月 份 ，社 会 融 资 规 模 新 增 1.16 万 亿

元，比去年同期多约 1.22 万亿元，月末增速

比上月提高了 0.3 个百分点，对实体经济的

支持力度继续加大。专家表示，今年财政支

持力度大、发债节奏快，支持扩内需、宽信

用，对社融形成有力支撑。

政府债券发行加快是社融主要的拉动

因素。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分

析，今年政府债券发行明显加快，前 4 个月

政府债券净融资超 5 万亿元，同比多约 3.6

万亿元。其中，4 月份启动超长期特别国

债、注资特别国债发行，加上地方政府特殊

再融资专项债发行持续推进，当月净融资约

9700 亿元，同比多约 1.1 万亿元，上拉社融

增速大约 0.3 个百分点。此外，企业债券发

行数量也有增加。4 月份债券收益率较上

月有所走低，企业抓住有利条件，加大债券

融资力度，降低整体融资成本。

在上年低基数效应作用下，今年 4 月末

M2增速出现提升。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

师王青认为，在去年较大力度的金融数据

“挤水分”后，过去相当一部分虚增的、不规

范的存贷款被压缩，金融总量数据增长更稳

更实。同时，今年以来，存款向理财分流的

情况明显减少，部分资金从理财回流到存款

账户。4 月份，存款减少约 8700 亿元，同比

少减大约 3 万亿元，对 M2 增速上拉影响约

1 个百分点。还原去年基数的特殊因素影

响 ，4 月末 M2 增速仍保持上月相对平稳的

增长水平。

信贷方面，近年来，经济结构的优化、高

质量发展的需要是促进信贷结构调整的主

导力量，同时人民银行聚焦做好金融“五篇

大文章”，积极发挥货币信贷政策引导经济

结构优化的作用，信贷增量投向明显改变，

带动信贷存量结构趋于优化。

从企业和居民角度看，2020 年末至今

年 一 季 度 末 ，企 业 贷 款 占 比 由 63% 升 至

68%，居民贷款占比相应由 37%降至 32%，一

升一降的背后，表明信贷资金更多投向了实

体企业，居民融资需求下降也与买房投资等

更趋理性有关。

从企业类型看，小微企业占全部企业贷

款比重由 31%升至 38%，大中型企业贷款占

比由 69%降至 62%，这一方面是因为普惠小

微贷款发力明显，助企惠民成效显著；另一

方面也与近些年债券等直接融资发展、大企

业融资更趋多元化有关。专家指出，金融市

场发展不断深化，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融资匹

配度也在提升。

从行业投向看，近年来，金融机构将信

贷资源更多投向制造业和科技创新领域，并

着重从供给侧发力，强化对住宿餐饮、文体

娱乐、教育培训等重点服务消费行业的金融

支持，相关行业的贷款占比明显上升。2020

年末至今年一季度末，在全部中长期贷款

中，制造业占比由 5.1%升至 9.3%，消费类行

业占比由 9.6%升至 11.2%，而传统的房地产

和建筑业占比则由 15.9%降至 13%。

金 融 总 量“有 上 行 ”，融 资 成 本“往 下

走”。4 月份，新发放企业贷款和个人住房

贷款利率分别约为 3.2%和 3.1%，同比分别

下降约 50 个和 55 个基点。清华大学国家金

融研究院院长田轩表示，货币政策利率调控

框架进一步完善，通过强化利率政策执行，利

率传导机制更加畅通，政策利率又再度下调，

有助于实体经济综合融资成本继续下降。

当前外贸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地方债

务置换工作持续推进，加上 5 月份是传统

的信贷“小月”，市场预计有效信贷需求仍

受影响。不过，专家普遍认为，5 月份人民

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联合推出一揽

子金融政策措施，有效提振了市场信心，对

实体经济有效需求恢复起到积极作用。综

合来看，未来一段时期，金融总量仍有望保

持平稳增长。

本报天津 5 月 14 日讯（记者周琳）
天津市武清区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一季

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33.82 亿元、同比

增长 6.1%，经济运行延续向好态势。

一季度，全区实现产业项目到位额

62.1 亿元，完成天津市级全年任务目标

的 31%。武清区投资促进局局长张鹏

说，今年以来，武清区围绕落实天津市高

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区委“3+1+1”工

作思路，用足用好中央存量政策和一揽

子增量政策，经济实现良好开局。一季

度，武清区重点洽谈项目 287 个，预计投

资额 392.95 亿元。其中，已落地项目 139

个，预计投资额 85.57 亿元。

一季度，武清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

增长 7.5%。在规模以上制造业的 28 个

行业大类里，多个行业成为拉动经济增

长的关键力量。

在消费端，天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为武清带来新机遇。武清区“新商

圈”专项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张朝

阳说，武清“新商圈”以高端时尚消费和

车文化体验为主题，在“点”上强化项目

引育，在“线”上深化活动赋能，在“面”上

优化环境提升，着力构建大消费格局。

近 5 年 来 ，武 清 区 累 计 引 进 项 目

7000 余个、引资到位额约 1200 亿元，聚

集了世界 500 强投资项目 50 余家、行业龙头企业 200 余家，智能

科技、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汽车及零部件、新材料、轻工等 6 条

重点产业链。

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 . 1%

天津武清经济延续向好态势

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本报记者 刘 慧

近期发布的《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规划（2024—2035 年）》明确提出，健全

粮 食 主 产 区 利 益 补 偿 机 制 。 专 家 表

示，这将为解决主产区“粮财倒挂”难

题提供制度保障，充分调动主产区抓

粮积极性。

目前，我国 13 个主产区对全国粮

食产量的贡献已接近 80%，对粮食增产

的贡献超过 90%，但也面临着“粮财倒

挂”等难题，地方财政收入低、经济发

展滞后、农民增收困难。

“三农”问题专家、辽宁大学副校

长仇焕广表示，粮食主产区受耕地保

护政策限制，产业发展空间有限，而

粮 食 生 产 效 益 又 比 较 低 。 主 产 区 长

期处于价值链底端，加工、流通等环

节的收益多集中在主销区，产业链利

益 外 溢 影 响 了 主 产 区 政 府 财 政 收 入

增 长 和 主 产 区 农 民 增 收 。 粮 食 作 为

准公共产品，价格受到政府调控，人

力、农资、土地等成本刚性增长，种粮

利润空间受挤压。此外，主产区地方

财政结构较为单一，税源相对较少，

还要承担农田水利、粮食仓储等公共

设施建设成本，中央转移支付仅覆盖

部 分 支 出 。 主 产 区 财 政 配 套 压 力 加

重地方财政负担。

我国有 800 多个产粮大县，是粮食

生产主力军，但很多产粮大县都是财

政小县。

“希望国家通过政策指引、制度拟

定、规划布局等方式作出部署，在项

目、资金等方面重点支持产粮大县。”

江西省崇仁县副县长艾启荣说。

仇焕广认为，有必要加快健全主

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推动补偿方式更

加科学、分配更具针对性，真正实现

“谁种粮、谁得利”，为夯实国家粮食安

全根基、提升主产区发展能力提供有

力支撑。同时应完善产粮大县奖补制

度，中央预算内投资向粮食主产区倾

斜。进一步加大对产粮大县的转移支

付和专项补助，合理补偿其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的付出。

（下转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