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近期投资情况如何？财政政策适度加

力有哪些部署？前 2 个月新增信贷有何亮

点？……3 月 21 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

银行三部门对上述热点问题进行回应。

投 资 实 现 平 稳 开 局
将提高政府投资使用效益

稳定投资对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至关重

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苏社介绍，

1 至 2 月 ，全 国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4.2％，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的整体投资

增长 8.9％，实现平稳开局。制造业投资增

速加快，新动能投资增长势头良好，民间投

资在整体投资中的比重回升，基础设施投

资发挥了有效支撑作用。

谈及 2023 年 1 万亿元增发国债，刘苏

社表示，到今年 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已分

三批下达完毕增发国债项目清单，资金已

经全部落实到 1.5 万个具体项目。

“从支持领域看，超过一半用于防洪排

涝等相关水利设施建设，超过 2000 亿元

用于京津冀等地的灾后重建，其余资金主

要用于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以及森林

火灾等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刘苏社说，目

前已建立增发国债项目的调度机制，将督

促地方加快工作进度，推动这些项目在今

年上半年全部开工。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从今年开始拟连续

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

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刘苏社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在党中

央、国务院批准方案后，会同有关方面迅速

做好组织实施工作：聚焦科技创新、城乡融

合发展等重点领域，组织开展项目谋划储

备、前期工作和建设实施，支持一批高质量

项目建设；抓紧推动出台实施相关配套政

策措施，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破解深层次障

碍，与重大项目建设形成合力，确保各项任

务高质量落地。

如何提高政府投资效益？刘苏社表

示，发挥好政府投资对全社会投资的带动

作用，是今年投资工作的一个关键，将重

点做好前期工作、优化投向领域、强化全

链条管理，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适当

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领域和用作

资 本 金 的 范 围 ，进 一 步 完 善 各 项 制 度 规

定，以精细化管理促进投资效益的提升。

财 政 支 出 靠 前 发 力
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

针对今年以来财政收支形势，财政部

副部长廖岷介绍，前 2 个月，财政收入延续恢复性增长态

势，开局平稳；财政支出靠前发力，进度加快。

财政政策方面，廖岷表示，下一步，将实施好积极的财

政政策，组合运用赤字、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税收优

惠等财政政策工具，同时强化与货币、就

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同配

合，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廖岷说，展望全年，相信随着各项政策

组合效应进一步放大，不但会巩固和增强

宏观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也会给推动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积极

作用，这也将有利于我国经济保持中长期

增长态势，筑牢财政可持续性的坚实基础。

关于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廖岷表示，财

政部门始终坚持统筹稳增长和防风险，统

筹需要与可能，科学合理安排赤字水平、政

府债务水平，确保财政中长期可持续性。

总体看，我国政府负债水平是适度的，既符

合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的客观需要，也有利

于实现财政中长期可持续性。

近年来，财政部积极参与建设一流营

商环境。廖岷表示，下一步，将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断完善外商投资权

益保护机制，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全面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持续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打破制约创新要素流动

的壁垒，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为各国企业

来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保障。

信贷总量平稳较快增长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升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数据：前 2 个月我

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6.37 万亿元，创历史同

期次高水平。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表示，从

总量看，我国信贷总量继续保持平稳较快

增长；从结构看，国民经济重点行业信贷增

长保持高位，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国民经济

薄弱环节。

2 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

增 长 9％ ，广 义 货 币（M2）余 额 同 比 增 长

8.7％。“这与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

标是相匹配的，体现了货币政策的逆周期

调节。”宣昌能表示，去年同期基数比较高，

今年以来我国更加注重信贷投放节奏平

稳，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升。

“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阶

段，对金融数据不能只看增量和增速，还要关

注存量质效的提升。”宣昌能说，松紧适度的

金融环境有利于金融资源投向更高效的行业

企业。中国人民银行将引导金融机构积极挖

掘信贷需求，科学制定全年信贷安排，盘活存

量金融资源，同时支持直接融资加快发展，保

持货币信贷和融资总量合理增长。

2月 5日，今年首次降准落地，由此释

放长期流动性约 1 万亿元。宣昌能在发布

会上表示，我国货币政策有充足的政策空

间和丰富的工具储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仍有下降空间。

谈及资金空转问题，宣昌能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在加强

监测，将继续密切关注企业贷款转存和转借等情况，配合相

关部门，完善管理考核机制，促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新华社北京 3月 21日电）

巩
固
增
强
宏
观
经
济
回
升
向
好
态
势

—
—

宏
观
三
部
门
回
应
相
关
热
点
问
题

近日，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八江镇布央村的茶园里一片丰收景象，村民在采春茶。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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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排查整治森林草原火灾隐患，

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安部、应急管理部、

国 家 能 源 局 近 日 发 布 通 知 ，决 定 开 展

2024 年森林草原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

零和查处违规用火行为专项行动。

这是记者 21 日从国家林草局了解

到的。

通知显示，专项行动从 2024 年 3 月

18 日起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包含森林

草原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和查处违规

用火行为两个方面。

森林草原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方

面，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草原火灾隐

患排查整治、组织开展林牧区输配电设

施火灾隐患排查治理、组织推进森林草

原火灾重大隐患排查整治。

查处违规用火行为方面，要重点打

击林牧区违规用火、不按操作规程开展

计划烧除和防火演练等行为，强化火灾

追查溯源，整治危害防灭火安全和能源

保供安全的违规行为。严查 2022 年以

来森林草原火灾积案，严打故意纵火、失

火烧山行为，严查计划烧除和防火演练

失控导致重要电力设施故障行为，严惩

阻碍执行森林草原防灭火公务行为。

多部门近日发布通知

决定开展森林草原火灾防控专项行动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记者赵文君）

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 21 日联合发布

《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 促进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通知明确了预

制菜定义和范围，规定预制菜中不添加

防腐剂，推广餐饮环节使用预制菜明示。

通知聚焦预制菜范围、标准体系建设、

食品安全监管和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4个

方面，强化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促进预制

菜产业健康发展，保障人民群众食品安全。

关于预制菜范围，通知明确应当兼具

预制化和菜肴的特征，突出工业化预加工

特点和菜肴属性，具备和符合规模化、标

准化、洁净化、规范化食品生产加工特点

和要求，强调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

在强化预制菜全链条食品安全监管

方面，通知提出规范预制菜食品安全要

求，研究制定预制菜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推进预制菜标准体系建设。

企业生产预制菜应当依法取得食品

生产许可，符合国家关于预包装食品法

律法规和标准有关要求，加强进货查验、

过程控制、出厂检验、贮存运输、销售使

用全环节的风险管控。

预制菜在生产、贮存、运输、销售过程

中，对环境、温度、湿度、光照等有较高要

求，不同类别预制菜应严格符合相应的冷

冻冷藏等条件要求，以保障食品安全。

在统筹推进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方面，通知要求增强优质原料保障能力，

提升关键技术创新研发水平，积极营造

良好产业发展环境，支持地方推进预制

菜产业集聚区建设。

六部门发文明确预制菜定义和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