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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力推出增量
政策，进一步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在10月12
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财政部负责人介绍了“加大财政
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明
确将在近期陆续推出一揽子有针对性增量政策举措。

较大规模置换存量隐性债务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事关发展和安全，事关财
政可持续发展。

财政部部长蓝佛安表示，2024年以来，经履行相关程
序，财政部已经安排了1.2万亿元债务限额支持地方化解存
量隐性债务和消化政府拖欠企业账款。为了缓解地方政府
的化债压力，除每年继续在新增专项债限额中专门安排一
定规模的债券用于支持化解存量政府投资项目债务外，拟
一次性增加较大规模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
务，加大力度支持地方化解债务风险。

“相关政策待履行法定程序后再向社会作详尽说明。”
蓝佛安说，这项即将实施的政策，是近年来出台的支持化债
力度最大的一项措施。这无疑是一场政策及时雨，将大大
减轻地方化债压力，可以腾出更多的资源发展经济，提振经
营主体信心，巩固基层“三保”。

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是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也是维
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资本是商业银行持续经营的“本
钱”。“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适当方式，支持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进一步增加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副部
长廖岷说。

廖岷称，财政部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积极通
过发行特别国债等渠道筹集资金，稳妥有序支持国有大型
商业银行进一步增加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已会同有关金
融管理部门成立了跨部门工作机制。目前，正在等待各家
银行提交资本补充具体方案，各项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组合拳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聚焦房地产领域，廖岷表示，下一步，将坚持严控增量、
优化存量、提高质量，积极研究出台有利于房地产平稳发展
的政策措施。

一是允许专项债券用于土地储备，支持地方政府使用专项
债券回收符合条件的闲置存量土地，确有需要的地区也可以用
于新增的土地储备项目。“这项政策，既可以调节土地市场的供
需关系，减少闲置土地，增强对土地供给的调控能力，又有利于
缓解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流动性和债务压力。”廖岷说。

二是支持收购存量房，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用好专
项债券来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各地的保障性住房；继续用
好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

三是及时优化完善相关税收政策。抓紧研究明确与取
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相衔接的增值税、土地增值
税政策。下一步，还将进一步研究加大支持力度，调整优化
相关税收政策。

“我们将持续加强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加强中
央与地方的联动，加强新老政策的衔接，打好组合拳，坚定
不移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廖岷说。

针对学生群体加大奖优助困力度

为支持学生安心求学、成长成才，我国已建立政府主
导、学校和社会积极参与的全方位资助体系。财政部副部
长郭婷婷介绍，下一步，将会同相关部门从奖优和助困两方
面，分两步调整完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

第一步，在2024年推出四方面政策措施。
一是国家奖学金奖励名额翻倍。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

名额，从每年6万名增加到12万名；硕士生国家奖学金名
额，从每年3.5万名增加到7万名；博士生国家奖学金名额，
从每年1万名增加到2万名。

二是提高本专科生奖学金奖励标准。本专科生国家奖学
金奖励标准，从每生每年8000元提高到10000元；本专科生国
家励志奖学金奖励标准，从每生每年5000元提高到6000元。

三是提高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从2024年秋季
学期开始，平均资助标准从每生每年3300元提高到3700元。

四是加大国家助学贷款支持力度。
第二步，2025年提高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奖励标准。同

时，还将提高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提高中等职业
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并扩大资助范围。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强度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保证必要的财政支出。对此，蓝
佛安表示，将从有效补充财力、切实保障各项重点支出、用
足用好各类债务资金三方面着力，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
度，确保重点支出应支尽支，发挥好财政逆周期调节作用，
推动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据了解，目前，增发国债正在加快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
也在陆续下达使用。专项债券方面，待发额度加上已发未用
的资金，后三个月各地共有2.3万亿元资金可安排使用。

“下一步，要研究扩大专项债券使用范围，健全管理机
制，保持政府投资力度和节奏，合理降低融资成本，切实推
动高质量发展。”财政部副部长王东伟说。 据新华社

今天两场新闻发布会值得期待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采访通知，10月14日

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
第一场：介绍加大助企帮扶力度有关情况。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2024年10月14日（星期一）上午10时举行新
闻发布会，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罗文、工业和信
息化部副部长王江平、司法部副部长胡卫列、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副局长丛林介绍加大助企帮扶力度有关情
况，并答记者问。

第二场：介绍2024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2024年10月14日（星期一）下午3时举行新
闻发布会，请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浚介绍2024年前三季
度进出口情况，并答记者问。 据央视财经

国家统计局将于10月18日发布三季度中国经济数
据，市场各界对于这一重要指标的关注度逐渐升温。近日，
多家机构发布预测报告，对我国三季度GDP增长预测大概
集中在4.5%~5.1%之间。

从已公布的7、8月数据来看，出口增速保持较快增长，
但工业、投资、消费增速走弱。整体来看，三季度供需两端
动能均有一定放缓，市场预计前三季度GDP增速在4.9%
左右。

这也意味着，完成全年5%的增长目标，需要逆周期政
策扩围加码。于9月底罕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
调了“有效落实存量政策，加力推出增量政策”，引领新一轮
经济提振政策，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而努
力。10月12日，财政部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近期将陆
续推出一揽子有针对性的增量政策举措。

机构预测三季度GDP均值4.7%

记者梳理了6家机构对于三季度GDP的预测，均值为
4.7%。其中，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最为乐观，给出
5.1%的预测值；民生银行首经团队预测值相对较低，为
4.5%。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认为，2024年第三季度，
我国宏观经济继续呈现稳健增长态势，预计当季环比增速
比二季度小幅上升0.4%，同比增速相比上季度小幅上升
0.4%，重新回到5%上方。

基于实时监测系统运行结果，2024年初至今GDP年
增速始终运行在5%上方（当前实时结果为5.1%），预计能
够顺利完成全年5%左右的GDP目标增速。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告诉记者，考虑到去年三
季度GDP季调环比上涨1.5%，高于去年二季度的0.8%，一
定程度拉高基数。

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各家机构对出口的预测
均最为乐观。7月、8月出口总值同比增长6.5%、8.4%（以
人民币计），汽车、集成电路等产品的优势得到巩固，出口额

保持较快的增长。

新能源车9月零售同比增长51%

财通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陈兴告诉记者，9月固定资
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3.2%。从基建相关的高频数据来
看，石油沥青开工率略有回升，但水泥、平板玻璃产量同
比增速降幅仍在走高，基建投资或略有回落；其次，伴随
着央行降低利率等政策的实施，房地产投资或有回暖；在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政策的支持下，制造业投资增速也
将持续放缓。

消费方面，三季度需求总体平稳。华泰证券研报预计，
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从8月的2.1%回落至
1.5%。居民出游活动在中秋节后有所走弱。地产相关消
费或仍较弱，60城新房成交面积同比降幅提升。而“以旧
换新”政策逐步落地或对社零带来一定支撑。

温彬则认为，在“金九银十”消费旺季加持下，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速有望小幅回升，预计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速由2.1%回升至2.5%左右。零售业、邮政业商务活
动指数均连续3个月环比上升，居民线下、线上商品消费保

持活跃；9月楼市整体成交处于持续调整中，但是在中央以
及地方密集出台的利好政策推动下，月底翘尾，成交量明显
增多。

另据乘联会数据，9月乘用车市场零售206.3万辆，同
比增长2%；其中新能源车市场零售112万辆，同比增长
51%。

增量政策仍有想象空间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预测，三季度GDP增速可能
在4.6%左右，这意味着要实现全年增长目标，四季度的增
速需达到5.3%。

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10月两场重磅发布会已经明
确了四季度的政策基调，即持续放松。中央政治局会议中
提出，有效落实存量政策，加力推出增量政策，进一步提高
政策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并且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
调节力度。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接下来的全国人大
常委会和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是财政政策重要的观察窗
口，届时增量财政政策将进一步明朗化。财政部此次在发
布会上多次强调“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
升空间”，也为市场提供了充足的想象空间。

政策组合拳也将拉动经济增长。据方正证券首席经济
学家芦哲预计，综合来看，今年最后几个月将会筹集调度资
金、加快财政支出，拉动下半年GDP增速0.22~0.51个点。

在货币政策方面，市场预计今年四季度还将有降准降
息的空间。

9月27日，央行实施降准0.5个百分点，同时下调公开
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0.2个百分点。央行行长潘功
胜表示，本轮降准后，银行业平均存款准备金率约为6.6%，
该水平与国际主要经济体央行相比还有一定空间。年底前
根据流动性情况可能进一步调降存款准备金率0.25至0.5
个百分点。

据时代财经

国家统计局13日发布数据，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CPI）同比上涨0.4%，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
环比持平。

“CPI同比涨幅略有回落，主要是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
走高影响。”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说。

统计数据显示，9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3%，涨幅
比上月扩大0.5个百分点，影响CPI同比上涨约0.61个百分
点。食品中，鲜菜、猪肉和鲜果价格分别上涨22.9%、16.2%
和6.7%，涨幅均有扩大；牛肉、羊肉、鸡蛋、鸡和奶类价格降

幅在1.9%至13.1%之间，降幅略有扩大。
9月份，非食品价格由上月同比上涨0.2%转为下降

0.2%，影响CPI同比下降约0.19个百分点。非食品中，能
源价格下降3.5%，降幅比上月扩大2.5个百分点。扣除能
源的工业消费品价格下降0.2%，降幅与上月相同，其中新
能源小汽车和燃油小汽车价格分别下降6.9%和6.1%，降幅
均有收窄；中药材、家用纺织品和金饰品价格涨幅在3.9%
至22.5%之间。服务价格上涨0.2%，涨幅回落0.3个百分
点，其中旅游价格由上月上涨0.9%转为下降2.1%；飞机票

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下降14.1%和5.6%，降幅均有扩大。
据测算，在9月份0.4%的CPI同比变动中，翘尾影响约

为-0.5个百分点，上月为-0.3个百分点；今年价格变动的
新影响约为0.9个百分点，与上月相同。

9月份，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及国内市场有效需
求不足等因素影响，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
比下降 2.8%，降幅比上月扩大 1.0 个百分点；环比下降
0.6%，降幅比上月收窄0.1个百分点。

据新华社

一揽子财政增量政策将推出 有哪些看点

预测三季度GDP增长超4.5% 年内或还有降准降息空间

9月份我国CPI同比上涨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