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6 2024年12月3日 星期二 责编 朱文 校对 尹占清 E-mail：zzrbbjzx＠163.com财经新闻

央行将优化
货币供应量统计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记者
吴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2
日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优化货币
供应量统计，将个人活期存款和非
银行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这两项
流动性强的金融工具纳入狭义货
币（M1）统计，并加强对广义货币
（M2）等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和社会
流动性的监测。

这 是 潘 功 胜 在 当 日 举 行 的
2024 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
国金融论坛年会上介绍的。潘功
胜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中国人民银行坚持支持
性的货币政策立场，数次实施货币
政策调整，特别是9月下旬以来，推
出了一揽子金融政策，全力推动实
现全年经济发展预期目标。

谈及明年货币政策走向，潘功
胜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坚持
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和政策取

向，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加大逆周期调控力度，保持流动性
合理充裕，降低企业和居民综合融
资成本。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
工具作用，重点加强对科技创新、
绿色金融、消费金融等领域的支持
力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
平稳发展。积极推动货币政策框
架改革，强化利率政策执行和传
导，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

此外，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会会
长易纲也在年会上表示，目前我国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愈发畅通，利率
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持续
增强。以价格型调控为主导、以利
率为核心的货币政策框架，辅之以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量化指导，为中
国人民银行履行好稳定货币币值、
促进经济增长的使命奠定了坚实
基础，可有效应对来自内外部的多
重冲击。

两部门：

支持中央企业发起
设立创业投资基金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记者
王希）国务院国资委2日发布的信息
显示，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发
展改革委联合出台政策措施，推动
中央企业创业投资基金高质量发
展，支持中央企业发起设立创业投
资基金。

据了解，相关政策措施明确中央
企业创业投资基金要投早、投小、投长
期、投硬科技，以具备硬科技实力的
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创新
企业为主要投资标的，长期支持陪伴
科技创新企业成长壮大，中央企业创
业投资基金存续期最长可到15年，
较一般股权投资基金延长近一倍。

相关政策措施支持中央企业围
绕主责主业，聚焦重大战略、重点领
域、重要技术，发起设立概念验证基
金、种子基金、天使基金等适应科技
成果转化及科技创新企业成长所需
的创业投资基金；支持国有资本运
营公司等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起设立
创业投资母基金；通过市场化方式
积极吸引商业保险资金、社会保障
基金共同参与，引领各类长期资本
聚焦科技属性、技术价值、新兴领域
开展有效投资，带动形成创业投资
资本集群。

针对国资创业投资“不敢投”
“不愿投”等问题，此次两部门出台的
政策措施健全符合国资央企特点的
考核和尽职合规免责机制。明确中
央企业创业投资基金合理容忍正常
投资风险，根据投资策略合理确定
风险容忍度，设置容错率，重点投向
种子期、初创期项目的基金，可设置
较高容错率。在各类监督检查中，
更加关注基金投资组合整体而非单
个项目、关注功能作用和战略价值
而非短期财务盈亏、关注未来长期
发展趋势而非当前阶段性问题。

根据此次出台的政策措施，符合
基金功能定位和投资策略的项目出
现投资失败、未达预期或者探索性失
误，相关人员依法合规、履行忠实义
务和勤勉尽责义务、没有牟取非法利
益的，可按照规定不予、免予问责。

据了解，下一步，国务院国资
委将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指导中央企业有序规范推进创业
投资基金设立运作，建立创业投资
与创新项目对接机制，推动国有资
本加大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投资布局，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
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
资本支撑。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记者 戴小河）将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中
长期发展目标上升为法律制度、支持合理布局燃煤发电建设、推进电网
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明确抽水蓄能建设原则……12月 2日，国家能
源局有关负责同志就能源法的规划体系、目标任务、制度设计等方面问
题答记者问。

能源法立足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确立了什么样的规划体系和工
作机制？下一步如何落实？该负责同志表示，在规划体系方面，能源法
明确了能源规划包括全国综合能源规划、全国分领域能源规划、区域能
源规划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能源规划等，并构建了定位准确、边界清
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能源规划体系。在工作机制方面，能源法建
立了能源规划编制实施全周期管理制度，明确了不同能源规划的编制
主体，强调规划编制要遵循能源发展规律，坚持统筹兼顾，强化科学论
证，并广泛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建议。

能源法将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确立为立法目的之一，在推动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方面，做出哪些制度设计？该负责同志说，一是实行非化石
能源开发利用中长期发展目标制度，将 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达到
25％左右、2060年达到80％以上，上升为有法律约束力的制度。二是设
立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制度，意味着国家能源主管部门将指导
各省级区域设定本地区可再生能源最低消费比重目标，并确保实施。三
是建立绿色能源消费促进机制，明确实行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制
度。为推动绿色能源消费更好落地，能源法规定公共机构优先采购、使
用可再生能源等清洁低碳能源以及节约能源的产品和服务。

随着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推进，电力系统的结构和形态发生深
刻变化，运行机理和平衡机制面临挑战。对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能源法
明确了哪些制度性要求？该负责同志指出，能源法规定加快构建新型
电力系统，在源网荷储各环节作出制度性安排。电源侧上，能源法统筹
发展和安全，支持合理布局燃煤发电建设，推动燃煤发电进一步向支撑
性、调节性电源转变。电网侧上，推进电网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和智能
微电网建设，提高电网对可再生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负荷侧
上，支持开展需求侧管理，发挥电价对用能行为的引导作用。调节能力
上，明确了抽水蓄能的建设原则，支持新型储能高质量发展。

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同志详解能源法任务

伴随一声长长的汽笛，搭载 99辆混
合动力轿车的 26090次“海铁直运”专列
近日从郑州车站海关启程奔赴青岛港，
随后换装货轮运往希腊。这是河南首次
通过“海铁直运”的方式出口货物到希
腊。据郑州海关所属郑州车站海关初步
估算，与传统的“公路＋海运”模式相比，
全程用时至少缩短 24小时，每个集装箱
节省物流成本约1000元。

自今年 4月“海铁直运”在郑州正式
运行以来，截至目前，河南本地企业已通
过“海铁直运”发运货物 284个标箱，货
重634吨。

“海铁直运”，即铁路港和海港系统
对接、信息共享，实施出口货物的自动化
转关和无感通关。企业在家门口就可以
办结海关通关查验手续，货物在郑州铁

路口岸清关，到达沿海港口直接装船发
运，实现“装上班列即出海”。

郑州车站海关物流监控科科长邵振
文告诉记者：“过去，货物运抵青岛港后
要暂存货站，待向海关申报放行后才能
装船起运；现在，我们提前为企业办妥通
关手续，货物不用等待直接装船出海，至
少能缩短一天等待时间。”

省时间就是降成本。郑州车站海关
推出“海铁直运”新模式，把查验关口从
沿海港口延伸到内陆郑州，有效缩短通
关时间。目前，不少通过公路运货到港
的企业采用了这种出口新模式，运输成
本随之降低。

邵振文又给记者算了一笔运输“成
本账”：“一个大集装箱通过公路运输至
青岛港，运输成本约 4200 元；通过铁路

运输，每个集装箱运输成本约 3200 元，
降低1000元。”

除了“省时省钱”，新模式也让企业
更省心。本批次发往希腊的汽车均来自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郑州
分公司。公司外贸负责人刘岩说，公司
每年向意大利、西班牙、澳大利亚、墨西
哥等60多个国家出口乘用车10多万辆，
如今有了对公司信誉、业务规律知根知
底的本地海关的贴心服务，更加省心省
力。今年 10 月以来，公司已累计通过

“海铁直运”出口乘用车400多辆。
随着“海铁直运”等贸易便利化手段

不断“上新”，郑州的交通枢纽优势得到
进一步激活，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从郑
州出海。

郑州车站海关副关长赵宁介绍，中

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是全国 5大集结
中心之一，目前有超过七成的货源来自
省外，近年来货运总量持续增加，辐射带
动区域有望进一步扩展。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
日印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行动
方案》，提出加快健全多式联运体系，发
展集装箱公铁、铁水联运，加快推进一单
制、一箱制，创新打造稳定运行、品牌化
的多式联运产品，增加国家物流枢纽间
铁路联运班列开行数量。

郑州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结合
业务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行动方案，继续
推广“海铁直运”，同时开展铁公多式联
运业务模式试点，推进“智能分流、顺势
验放”模式改革，进一步压缩物流成本、
节约流转时长。新华社郑州12月2日电

河南郑州：“海铁直运”助力降本增效
新华社记者 牛少杰 孙清清

广西南宁市邕江上游二期引水和应急引水工程项目建设现场（无人机照
片，12月2日摄）。当日，广西南宁市邕江上游二期引水和应急引水工程隧洞工
程盾构机顺利始发。据介绍，南宁市邕江上游二期引水和应急引水工程是广
西重点推进的重大项目，工程修建供水管线总长度28.2公里，总投资56.1亿
元。项目建成后，将提升南宁市供水应急保障能力。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