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 琪

4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
行”）有关负责人就当前金融市场情况接受金
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人民银行关注到近期金
融市场出现一些波动，主要受投资者预期和
情绪的影响。当前我国经济基本面良好，经
济内生增长潜力巨大，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
得实质性进展。

该负责人表示，金融系统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支持物流畅通和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针，稳妥推进

并尽快完成大型平台公司整改工作，促进平
台经济健康发展。

“央行将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
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支持受疫情严重影响行
业和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支持农业生产
和能源保供增供，推出科技创新再贷款和普
惠养老专项再贷款，增加1000亿元再贷款支
持煤炭开发使用和增强储能，增加支农支小
再贷款和民航专项再贷款，保持流动性合理
充裕，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平稳发展，营造良好
的货币金融环境。”前述负责人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央行4月18日发布的
公告，今年以来，央行加大再贷款等结构性货
币政策工具的支持力度，用好支农支小再贷

款和两项减碳工具，加快1000亿元再贷款投
放交通物流领域，创设2000亿元科技创新再
贷款和400亿元普惠养老再贷款，预计带动金
融机构贷款投放多增1万亿元。

同时，为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金融服务，4月18日，央行、外汇局从支持受困
主体纾困、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外贸出口
发展三个方面，提出加强金融服务、加大支持
实体经济力度的23条政策举措。

另外，近期央行也多次强调“支持农业生
产和能源保供增供”。4月22日，央行召开党
委会，会议提到“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农业生
产和煤炭、石油、天然气等重要能源的生产和
供给畅通，保持物价基本稳定”。

央行回应金融市场波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
习近平4月26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
一次会议，研究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研
究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决策部
署落实情况。习近平强调，基础设施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优化基
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构建现代
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打下坚实基础；中央财经委员会是党中央
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制度安排，各地区各部门
要准确领会中央财经委员会决策部署精神，共
同推动决策部署落实落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财
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王沪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
委员会委员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
化部、交通运输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
村部、水利部等部门关于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问题的汇报，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
部、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应急管理部、中国

人民银行等部门关于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财经
委员会会议决策部署落实情况的汇报。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重大科
技设施、水利工程、交通枢纽、信息基础设施、国
家战略储备等方面取得了一批世界领先的成
果，基础设施整体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同时，
必须认识到，我国基础设施同国家发展和安全
保障需要相比还不适应，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对保障国家安全，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
内国际双循环，扩大内需，推动高质量发展，都
具有重大意义。

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
向，统筹发展和安全，系统谋划、整体协同，精准
补短板、强弱项，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
和发展模式，调动全社会力量，构建现代化基础
设施体系，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安全效益相统一，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持经济
社会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
下坚实基础。要立足长远，强化基础设施发展
对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生产力布局和国家重大
战略的支撑，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传统
基础设施水平。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

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同时把
握好超前建设的度。要科学规划，贯彻新发展
理念，立足全生命周期，统筹各类基础设施布
局，实现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协调联动。要多
轮驱动，发挥政府和市场、中央和地方、国有资
本和社会资本多方面作用，分层分类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要注重效益，既要算经济账，又要算
综合账，提高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综合效益。

会议指出，要加强交通、能源、水利等网络
型基础设施建设，把联网、补网、强链作为建设
的重点，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加快建设国家综
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加强沿海和内河港口航
道规划建设，优化提升全国水运设施网络。发
展分布式智能电网，建设一批新型绿色低碳能
源基地，加快完善油气管网。加快构建国家水
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重点水源、灌区、蓄滞
洪区建设和现代化改造。要加强信息、科技、物
流等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建设新一代
超算、云计算、人工智能平台、宽带基础网络等
设施，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加强综
合交通枢纽及集疏运体系建设，布局建设一批
支线机场、通用机场和货运机场。要加强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推进城市

群交通一体化，建设便捷高效的城际铁路网，发
展市域（郊）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推动建设城
市综合道路交通体系，有序推进地下综合管廊
建设，加强城市防洪排涝、污水和垃圾收集处理
体系建设，加强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公
共卫生应急设施建设，加强智能道路、智能电
源、智能公交等智慧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强农
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田水利设施，加强
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推进建设“四好农村路”，
完善农村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城乡冷链物流设
施建设，实施规模化供水工程，加强农村污水和
垃圾收集处理设施建设，以基础设施现代化促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加强国家安全基础设施
建设，加快提升应对极端情况的能力。

会议强调，要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支撑保障。
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建立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协
调机制，统筹协调各领域、各地区基础设施规划
和建设，强化用地、用海、用能等资源要素保障。
要适应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需求，拓宽长期资金筹
措渠道，加大财政投入，更好集中保障国家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要推动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模式规范发展、阳光运行，引导社会资
本参与市政设施投资运营。要坚持创新驱动，加

大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提升基础设施技术自主可
控水平。要造就规模宏大的科技人才队伍，壮大
高技能人才队伍，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财经委员
会深入研究一批事关根本和长远的重大问题，
发挥了战略引导作用。加强党中央对经济工作
的领导，要重视政治引领、纲举目张，重视统筹
发展和安全，重视科学制定战略策略，重视实践
创新、理论创新，重视远近结合、标本兼治，重视
狠抓落实。

会议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牢
固树立底线思维，切实加强重大风险预测预警
能力，有切实管用的应对预案及具体可操作的
举措。各地区各部门要准确领会中央财经委员
会决策部署精神，主动担责、积极作为，共同推
动决策部署落实落好。要加强评估督导，搞好
综合平衡，有问题及时纠偏。要增强贯彻落实
的有效性，以实践结果评价各方面贯彻落实成
效。要引导好市场预期，讲清楚政策导向和原
则，稳定市场信心。要加强督促检查，开展跟踪
问效，不断提高贯彻落实的成效。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
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要求

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
要多轮驱动，发挥政府和市场、中央和地方、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多方面作用，分层分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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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价值新坐标

根据国家有关2022年部分节假日安排
的通知和沪深北交易所2022年“五一”期间
休市的规定，本报5月2日至4日休刊，5月
5日恢复正常出报。

本报编辑部

休刊启事

赵子强

近期，国内疫情多点散发，经济发展面临的
“三重压力”有所加大，这加剧了投资者对未来
经济走势的担忧。提振信心稳定市场，稳经济
是关键，而经济的“稳”与“进”，离不开消费的持
续恢复。

从消费对经济的贡献来看，起到了支撑和
稳定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据国家统计局相
关数据，2021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
献率为65.4%，拉动GDP增长5.3个百分点。其
中，四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85.3%，拉动GDP增长3.4个百分点。国家统计
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赵同录对此评论说，消
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稳步提升，成为国民经济
稳定恢复的主要动力。

对比之下，3月份经济受到疫情影响，部分
指数增速同比走低，消费回落是关键。国家统

计局在分析一季度消费数据时表示，3月份以
来，国内疫情多发频发，部分地区发生聚集性
疫情，居民出行和消费活动明显减少，对消费
市场冲击较大。3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4233亿元，同比下降3.5%。

从市场主体来看，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以
来，餐饮、零售、旅游等聚集性接触性行业受到
冲击最为严重；从消费主体来看，主动参与接触
型消费的人数自然减少，降低了接触型企业利
润，进而影响从业人员收入。反映在3月份的数
据上，就是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8%，比上月
上升0.3个百分点。

对此，政策迅速调整及时发力促消费。4
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释放
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按照目
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短期支持和中长期
促进相兼顾的要求，提出了五方面二十项重点
举措：一是应对疫情影响，促进消费有序恢复

发展；二是全面创新提质，着力稳住消费基本
盘；三是完善支撑体系，不断增强消费发展综
合能力；四是持续深化改革，全力营造安全放
心诚信消费环境；五是强化保障措施，进一步
夯实消费高质量发展基础。

昨天A股市场再度下跌，但部分消费股表
现亮眼，也从侧面印证了市场对于促消费政
策的期待和认可。

相信随着疫情及其负面影响力的递减，消
费在政策强有力的护航下，持续恢复性发展的
节奏将越来越快，消费新场景、新模式也在不
断形成，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内需潜力，是
消费的最大支撑。从中长期看，投资者只需锁
定价值之锚，剩下可以交给时间。

消费持续恢复是政策取向也是投资靶向

本报记者 张 颖

2886.43点！周一，沪指失守3000点，周
二继续跌破2900点，最终收于2886.43点，当
日跌幅达1.44%，较周一的5.13%跌幅有所
收窄。与此同时，周二深证成指与创业板
指的回落幅度也有所减缓，跌幅分别为
1.66%和0.85%。

在市场走势低迷，信心不足之际，周二
北向资金转身回流，净买入金额达15.43亿
元，为市场带来了积极信号。

对此，金百临咨询分析师秦洪告诉《证
券日报》记者，在当前人民币汇率走低，A股
市场整体环境较冷的前提下，北向资金出现
了净流入的态势，说明当前A股有了较高的
性价比，这一信号将激励更多机构资金利用
当前A股的疲软态势积极加仓。

无独有偶，周二早盘，中信建投证券董事
总经理、首席策略官陈果喊出“市场在跌破
2900点后出现企稳迹象，综合评估看，2900点
附近就是今年的黄金坑。”被市场不断刷屏。

陈果表示，判断“2900点附近就是今年的
黄金坑”依据四方面逻辑，其一，现在就是疫情
预期最悲观的时刻。而实际上疫情防控效果
正在不断显现，不宜悲观。预计很快复工预期
将成为市场重要线索。其二，现在就是经济及
政策预期差最大的时刻。2900点反映了市场
对于经济的悲观情绪，但实际上稳增长逻辑没
有被破坏，反而在增强。其三，全球通胀预期
最悲观阶段正在过去。今年制约A股市场估
值环境的最大根源来自于海外通胀预期。但
随着近期美债实际利率快速转正，在地缘冲突
未解背景下国际油价已见顶回落，美国TIPS隐
含中期通胀预期也呈现筑顶态势，美国核心通
胀数据开始低预期，基本可以判断全球通胀预
期最悲观阶段正在过去。其四，未来一个季
度，整个内外环境的改善趋势是大概率事件，
虽然过程很可能会有一定反复。

秦洪认为，如硬币的正反面一样，持续下
跌，虽然加剧了短线压力，但也快速释放风险，
越来越多的个股开始进入高性价比区域，从而
使得部分中长线资金有了逢低布局的意愿。

对于高性价比的认识，业内人士一致认
为，目前，市场进入寻底阶段，具有估值优
势，配置价值有望逐步显现。

从历史上看，2000年以来，A股市场出现
过4次大底，见底时间分别为2005年6月6日、
2008年10月28日、2013年6月25日以及2016年
1月27日，见底时上证指数分别为998点、1664
点、1849点、2638点，四次底部的全部A股动
态市盈率分别为19.05倍、13.07倍、11.83倍、
17.5倍。而截至4月26日收盘，全部A股的动
态市盈率为14.64倍，已接近历史底部。

难怪，中金公司策略研报日前提出，A股
目前在政策、估值、资金、行为信号方面已经
部分显现底部特征，中长期来看机会逐步大
于风险。

沪指跌破2900点
四逻辑确认A股“黄金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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