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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要闻

1. 财政部吉林监管局：构建“四个三”体系推动落实增发

国债资金监管工作

2. 监管部门“加码”引导长期国债收益率回升 财政部率先入

市“卖出”10年期国债

3. 债券ETF市场再迎“百亿级”产品，城投债ETF（511220）

规模破百亿

4. 江苏苏州完善 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

5. 多个经济体财政政策回归正常化 债务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6. 财政部下达2024年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9.67

亿元

7. 总投资437.74亿元，新疆发布2024年上半年向民间资本

推介项目清单

8. 人社部计划继续为藏区培养1500名高素质专业技术骨干

9. 7.2亿！这个省首个PPP新机制特许经营项目招标成功



10.财政部：前5月中央转移支付已下达8.84万亿元

11.总投资14.5亿，这个城市快速路PPP项目顺利竣工验收

12. 1.5万个！2023年增发国债项目全部开工

13.超711亿！这省迄今投资规模最大的产业项目正式落地

14.缩小区域差距 促进协调发展

15.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有效需求亟待提振

一、国内要闻



二、国际要闻

1. 美银调查显示，美国影子银行最有可能引发全球信贷危机

2. 美国财政部因技术问题而推迟回购操作

3. 美国奖励一家半导体公司4亿美元，以提高晶圆产量

4. 利率上升为主要推动力 美国家庭持有创纪录2.4万亿美元

国债

5. 欧元区财长承诺削减支出以降低债务

6. 英国监管机构就数字钱包征求意见

7. IMF上调英国经济增长预期

8. 德国预计净新增借款和债务与GDP之比将下降

9. 德国执法部门“紧急出售”近5万枚比特币，收入超26亿欧

元



10.法国再削减预算50亿欧元以争取赤字达标

11.普京签署法律批准2024年联邦预算修改

12.日本再度就日元过度波动发出警告 称随时准备采取一切可

能措施

13.韩国推出稳定楼市措施，将以低于市价供应23.6万套住房

14.泰国将推出一项备受争议的 138 亿美元数字货币发放计划

15.泰国议会将考虑追加34亿美元预算

二、国际要闻



   国内要闻1



吉林监管局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增发国债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

大决策部署，充分认识做好增发国债资金监管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建立监管机制，开展线上线下

核查，多措并举，构建“四个三”体系，确保各项任务落实落细，

切实提升增发国债资金安全和效益。 

　　一、提高政治站位，周密安排部署，做到砥志研思　　 

　　吉林监管局党组从政治高度重视增发国债资金监管工作，

将增发国债资金作为2024年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是切实提高政

治站位。第一时间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深入学习全国财政工作会议

和全国监管局工作会议要求，理解领会增发国债资金这一积极财政

政策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二是强化监管

责任落实。成立由局领导任组长的工作组，发挥强有力的领导带头

作用。国债资金监管相关处室负责总体协调工作，定期向组长汇报

工作情况。设立国债资金岗位责任人，开展具体监管工作，做好向

财政部的情况反映和信息上报工作。对接增发国债资金项目有关部

门，传达相关文件通知，并获取相关文件资料。三是组织学习追本

溯源。深入研读增发国债资金各项政策文件，砥志研思，全面掌握

增发国债资金基本情况及监管要求，贯彻上级指示精神，为增发国

债资金监管工作开展奠定坚实根基。 

　　二、制定监管办法，登记清晰台账，顺畅沟通机制　　 

　　坚持立足实际、务求实效原则，定办法，登台账，建机

制，强化制度约束和流程控制。一是研究制定监管办法。主要从监

管范围和内容、监管方式方法、监管制度等方面入手，明确增发国

债资金监管工作的要求。并在印发前积极沟通省级财政部门，征求

对开展增发国债资金监管工作办法的意见建议，完善监管办法，确

保增发国债资金监管工作始终有章可循，提升监管工作质效。二是

形成清晰工作台账。

1.财政部吉林监管局：构建“四个三”体系推动落实增发
国债资金监管工作



将所有中央下达增发国债资金项目梳理汇总，形成吉林省增

发国债资金项目明细台账，包含项目名称、项目代码、安排国债资

金金额等；每周五从系统中下载增发国债资金分解下达情况表以及

支出情况表，形成增发国债资金监管工作台账，确保资金执行时点

进度有据可查。三是顺畅沟通协调机制。铺设一张监管交流信息网。

加强局内相关处室间的业务协调，积极联系省级有关部门，开展座

谈交流会，对接增发国债资金监管工作情况，明确相关单位联系人，

形成监管合力。密切与地方财政部门及省级项目单位的信息沟通和

工作督导，聚焦基层一线，加强统筹调度。就近就便到省级项目管

理部门参加项目启动会，现场沟通指导，明确监管要求，下好“先

手棋”，为后续监管打下基础。 

三、强化线上监控，及时跟踪调度，深入实地核查　　 

　　坚持线上全面监控和线下重点核查相结合，坚持普遍跟

踪、集中核查、重点查处相衔接，开展全流程监管，月调度，抓重

点，账上看，实地比。一是紧盯监管模块进度。多次与省级财政部

门就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增发国债资金模块开发进度及存在问题进

行沟通，提出建议。对增发国债资金的预算下达、分配进度、拨付

使用、支出进度等进行分析，由点及面展开监管。二是坚持每月全

面调度。对吉林省所有增发国债项目做好业务分工，确保每个项目

有专人负责，分别与省级有关项目单位、市县财政部门进行电话沟

通，了解并收集所有增发国债资金项目基本情况，按月进行调度，

及时掌握项目进展情况以及资金进展情况。对报送资料由专人进行

整理汇总，形成监管台账，分析情况并选取重点县市开展实地核查，

形成常态化机制。三是开展实地现场核查。根据月调度情况及线上

监控发现问题，选取项目进度较快地区开展实地核查，详细了解项

目建设内容、资金来源等，重点关注项目立项、资金分配下达、资

金管理使用等问题。核查项目前期手续是否完备合规，是否按要求

使用资金。实地核查过程中选取重点，对续建项目重点关注，看工

程进度是否达到预期设定目标；同时查看以前年度已完工项目，与

增发国债资金项目进行比对。 



四、聚焦整改落实，构建长效机制，扛牢监管责任　　 

　　加大监管力度，发现问题和推动整改协同发力，对发现

问题进行“回头看”，积极推进问题整改。坚持“三全一严”监管，

全方位、全链条、全过程，严要求，确保增发国债资金监管工作落

实落细。一是抓实整改推进落实。不断梳理实地核查过程中发现的

问题，督促有关单位及时整改。坚持问题导向，坚决做到立行立改、

全面整改、长效整改。并在后续监管工作中以点带面，举一反三督

促各市县予以重点关注。二是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在实地核查过程

中不断学习积累经验，与项目单位积极沟通，打通监管工作“最后

一公里”，了解各类项目立项、施工等特点，紧盯重点环节开展核

查，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完善的监管工作机制。三是压紧压实监管责

任。举全局之力做好增发国债资金监管工作，纵横联动，形成监管

合力。每个项目单独设置监管联络人，压实各项目责任主体，做到

监管全覆盖，更好地保障增发国债资金落到实处。 

网站链接：

http://jl.mof.gov.cn/caizhengjiancha/202406/t20240603

_3936319.htm

（2024年07月21日 财政部网站）

http://jl.mof.gov.cn/caizhengjiancha/202406/t20240603_3936319.htm


在央行入场卖出长期国债前，财政部率先采取行动。

7月15日，财政部发布通知，为支持国债做市，提高国债二级

市场流动性，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财政部决

定开展国债做市支持操作。

具体而言，财政部将在7月16日上午，分别卖出12.7亿元的

2024年记账式附息（十一期）国债与12.2亿元的2023年记账式附息

（二十六期）国债，这两款国债均是10年期国债。

在业内人士看来，尽管财政部此次卖出的国债规模仅有24.9

亿元，但它对债券市场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因为它预示财政部也将

采取行动引导长期国债收益率回升至“合理区间”。

数据显示，截至7月15日15时，10年期国债收益率徘徊在

2.26%附近，似乎未受当天财政部发布卖出国债通知的“影响”。

“事实上，债券市场正在静待明天的财政部卖出上述两只10

年期国债的具体中标利率。若中标利率大幅高于市场预期，或引发

长期债券市场出现新一轮抛售，令长期国债收益率显著回升。”一

位私募基金债券交易员指出。反之中标利率若低于市场预期，也不

大会对当前债券市场构成影响，因为24.9亿元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卖

出量，未必会对10年期国债整体收益率构成显著影响。

记者了解到，这背后，是当前债券市场似乎重回“资产荒”

状况——7月上旬，受央行签订数千亿长期国债借入协议影响，众

多投资机构担心央行很快大规模卖出国债，纷纷紧急抛售长期国债

避险，令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回升至2.32%附近。但7月中旬以来，

随着市场交易情绪趋于平稳，加之央行并未入市卖出长期国债，市

场投资焦点再度转向宏观经济基本面与债券市场资金供应宽裕状况，

令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冲高回落。

“尤其在上周五美联储9月降息预期骤增的情况下，市场对中

国相关部门三季度降息降准预期再度升温，令金融市场买涨长期国

债套利交易再度升温。”前述私募基金债券交易员指出。但是，相

比7月前，无论是券商保险基金等非银投资机构，还是银行理财子，

买涨长期国债的力度显得尤其谨慎——显示各路资本都担心央行突

然入市大规模卖出国债，导致国债价格大幅回落与追涨亏损风险激

增。

2.监管部门“加码”引导长期国债收益率回升 财政部率先
入市“卖出”10年期国债



“某种程度而言，财政部此次卖出24.9亿元10年期国债，或

许仅仅是小试牛刀。若市场仍然执意推高长期国债价格并不断压低

长期国债收益率，不排除未来财政部会逐步加大国债卖出规模，令

市场感受到日益严峻的长期债券投资风险。”一位农商行债券交易

员向记者分析说。

在他看来，此次财政部选择卖出10年期国债，某种程度也是

基于不触发长期国债价格异常波动的考虑。毕竟，若财政部卖出同

等规模的30年期国债，鉴于30年期国债流动性相对较低，或令长期

国债价格异常波动风险增加；相比而言，考虑到10年期国债交易流

动性较好，财政部卖出10年期国债，既显示财政部引导长期国债收

益率回升至合理区间的决心，也不会对债券市场构成较大冲击。

这位农商行债券交易员向记者指出，7月起，受央行签订数千

亿长期国债借入协议影响，他们已逐步减持10年期、30年期国债头

寸。尽管7月中旬以来10年期与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从2.32%与

2.55%附近，回落至2.26%与2.49%，但他所在的农商行没有参与这

轮长期国债买涨套利操作。

“我们始终认为，10年期与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低于2.3%

与2.5%，仍可能触发相关部门入市卖出国债引导长期国债收益率回

升，因此目前长期国债的配置风险依然较大。”他向记者分析说。

目前部分投资机构预计在三季度相关部门降准降息前，不排

除央行或将卖出国债引导长期国债收益率显著回升，有效遏制市场

资金买涨长期国债套利行为。

他直言，受权益类市场波动与宏观经济基本面等因素影响，

当前资金仍在持续涌入债券市场推高长期国债价格（压低长期国债

收益率），但越来越多专业投资机构认为，随着央行与财政部加强

入市卖出国债操作、三季度国债发行高峰期来临、以及中国经济基

本面持续向好，长期国债收益率偏低状况或将在不久后得到彻底扭

转。在这种情况下，当前贸然追涨长期国债套利的资金正面临更大

的投资风险。

网站链接：

https://www.21jingji.com/article/20240715/herald/051a

609c055e9ba6c0f6d938966a910f.html

（2024年07月15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https://www.21jingji.com/article/20240715/herald/051a609c055e9ba6c0f6d938966a910f.html


债券ETF市场又迎来一只“百亿级”产品。

Wind数据显示，7月15日，海富通上证城投债ETF（511220，

场内简称：城投债ETF）规模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最新规模达到

100.25亿元，年内规模增长幅度为244%。继海富通基金旗下短融

ETF（511360）突破300亿大关以来，海富通基金的债券ETF产品规

模再度扩容。

城投债ETF（511220）紧密跟踪的上证城投债指数，是市场上

首只城投债类债券ETF，该指数样本由沪市信用评级为投资级以上

的城投平台发行的信用债券组成。为投资者提供细分类债券一篮子

投资的有效工具。此外，该ETF还支持场内T+0回转交易。根据Wind

数据，截至6月30日，今年以来城投债ETF的日均成交额超3亿元，

流动性表现可以满足投资者的日常交易需求。

Wind数据显示，自城投债ETF（511220）转型（2019年4月24

日）跟踪上证城投债指数以来，至2024年6月末，基金累计分红18

次，转型以来（截至7月15日收盘）收益率为23.35%，且今年以来

产品最大回撤仅为-0.23%，净值走势相对稳健。

除上述城投债ETF（511220）、短融ETF（511360）之外，海

富通基金旗下债券ETF产品还包括：10年地方债ETF（511270）、5

年地方债ETF（511060）、上证可转债ETF（511180）。截至6月30

日，海富通管理的债券ETF总规模超400亿元，覆盖了短、中、长久

期和多种债券品种。

今年以来，城投债“统借统还”案例落地，化债政策从12个

重点省份进一步扩围，部分省份新增专项债可能用于化解存量债务。

中诚信国际认为，政策允许重点省份无股权关系的城投平台通过统

借统还进行借新还旧，是对统借统还的一次突破，为本轮地方化债

开辟了新路径。

3.债券ETF市场再迎“百亿级”产品，城投债ETF（511220）
规模破百亿



华泰证券指出，关注“新亮相”具备新增能力的城投主体。

考虑到今年以来大多“新亮相”主体募集资金用途仍局限于为子公

司借新还旧，与之相比，具备新增能力的“新亮相”广义城投主体，

或可作为地方新增融资的窗口之一，为地方平台一定流动性支持。

不过目前这类增量不多，未来关注放量可能，且在发行初期该类主

体市场认知度相对较低，或具有一定阿尔法机会。

网站链接：

https://www.21jingji.com/article/20240716/herald/4947

10c32bec99a80cb7f20c1cf6c138.html

（2024年07月16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https://www.21jingji.com/article/20240716/herald/494710c32bec99a80cb7f20c1cf6c138.html


本报讯 自去年江苏省财政厅部署开展全省“财政资源环境专

项资金绩效评价提升年”专项行动以来，苏州市财政局加强绩效评

价结果应用，探索更加科学高效的财政支持方式，推动生态环境质

量更上新台阶。

一是完善生态补偿绩效评估体系。将绩效评价工作融入全年

的专项资金管理过程中，通过采取年前绩效前评估、年中绩效重点

监控、年终绩效自评价和第三方专家复核等方式，建立覆盖全年度

的生态补偿资金绩效评估体系。同时，在政策调整年度开展生态补

偿政策三年重点绩效评价，全面评估生态补偿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

性，高效配置生态补偿专项资金。

二是优化生态补偿绩效指标设置。优化生态补偿资金绩效指

标设置，科学设置各区生态保护考核因子和量化的绩效目标，逐步

建立规范统一的生态补偿资金绩效指标体系。目前，已统一5个区

的绩效指标设置，共性绩效指标达80%以上，增强区域间绩效评价

结果的可比性和可应用性，以绩效考核结果引导生态保护义务人履

职尽责。

三是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以重点绩效评价报告为依托，

针对报告中提出的问题，督促有关部门制定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效益。市级财政联合主管部门印发水源地村、湿

地村等保护责任考核办法，对生态补偿村的管护情况、监测情况、

负面清单落实情况等进行考核，并将年度保护责任考核情况作为拨

付下年度补偿资金的依据，健全生态保护责任落实情况与生态补偿

资金之间的挂钩机制。

网站链接：

http://114.118.9.73/epaper/index.html?guid=1812670265

750978561

（2024年07月13日 中国财经报）

4.江苏苏州完善 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

http://114.118.9.73/epaper/index.html?guid=1812670265750978561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多个经济宏观调控经验表明，保留适度的

财政政策空间对应对危机、促进经济恢复增长具有积极意义。疫情

以来，多个发达经济体的财政扩张政策使政府部门的赤字攀升、债

务压力加大。推动财政政策正常化，实施财政支出“刹车”、优化

税收结构是当前多个经济体财政政策主要调整方向。

美国

截至2024年5月末，美国联邦政府本财年财政赤字规模为

12023亿美元，较2023财年同期上升3.2%，较2020财年和2021财年

同期的18803亿美元和20638亿美元大幅下降。同期，美国联邦政府

的财政收入32879亿美元，同比增长9.8%，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

税的较快增长是推动财政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另外，政府财政支

出44902亿美元，同比增长8%，利息、医疗和国防支出增长幅度较

大。随着美联储加息和利率水平的抬升，美国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中

利息支出占比大幅提高，由2020财年的6.7%升至2024财年的13.4%

（按财年前8个月累计值计算）。在财政支出中利息占比大幅提高

的情况下，美国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趋降。自2002年以来，美国联

邦政府已连续21年“支大于收”，赤字规模不断攀升。特别是新冠

肺炎疫情以来，美国政府财政补贴、利息支出等快速增长，财政收

支失衡矛盾更加突出。截至2024年6月末，美国政府债务余额达

34.83万亿美元，是2023年美国GDP的127.3%。“10年期国债收益率

与名义GDP增长率差值”是衡量债务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该指标

越高说明债务偿付的压力越大。2021年至2023年，美国该指标由-

3.84%上升至1.67%，已明显高于2010年至2019年平均0.63%的水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5年美国财政赤字与GDP的比例将达到

7.1%，国债与GDP的比例将达到126.6%。

欧盟

近年来，在高通胀压力下，欧盟成员国普遍加大了政府补贴

的力度，财政支出压力明显增大。2023年，欧元区财政赤字占GDP

的比例为3.6%，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为88.6%，部分欧元区国家政

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已超过100%，例如：希腊（161.9%）、 意大利

（137.3%）、法国（110.6%）、西班牙（107.7%）、比利时

（105.2%）等。2024年4月，欧洲议会通过《稳定与增长公约》改

革法案，旨在强化财政约束，防止欧债危机再次上演。

5.多个经济体财政政策回归正常化 债务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法案规定，欧盟成员国年度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公共

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公共债务占GDP比例超过90%的重债国，每

年必须将债务占GDP比例降低1个百分点；公共债务占GDP比例处于

60%至90%的国家，每年必须将公共债务占GDP比例降低0.5个百分点。

虽然整体债务水平低于美国，但欧元区“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名义

GDP增长率差值”由2021年的-6.14%升至2023年的2%，上升速度明

显加快。

面对当前的财政压力，欧洲主要经济体不得不进行支出“刹

车”。2024年前5个月，德国财政赤字为290亿欧元，同比下降

39.3%。德国财政收入1542亿欧元，同比增长8.6%，税收收入增长

是主要推动因素；财政支出1832亿欧元，同比下降3.5%，利息支出、

补贴性支出降幅较为明显。未来，欧洲财政政策面临多方面掣肘，

主要包括人口老龄化加大了社会福利支出，数字化及绿色转型资金

缺口较大等方面。

日本

2023财年，日本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为6.5%，较2021财年和

2022财年分别提高2.1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的比例高达254.6%，居全球首位。2021年至2023年，日本“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名义GDP增长率差值”指标由0.07%上升至0.57%。

债务偿付压力的上升迫使日本财政政策回归正常化。2024财年，日

本财政支出预算为112.57万亿日元，较2023财年下降1.6%。从支出

结构看，国债支出占比由22.1%升至24%，社保支出占比由32.3%升

至33.5%。同期，日本财政收入预算结构中，通过政府债务融资筹

集的资金比例由31.1%升至31.5%，个人所得税占比由18%降至15.9%，

企业所得税占比由12.8%升至15.1%，消费税占比由20.4%升至21.2%。

日本政府表示在加息前要重建和强化财政纪律。

英国

2023年，英国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为5.85%，较2022年

提高了1.11个百分点，公共部门债务占GDP的比例为97.9%（2024年

4月末），较2023年同期提高2.5个百分点。2022年政府债务压力曾

一度引发英国国债市场剧烈波动，造成养老金危机。2022年，英国

制订财政约束机制，计划将赤字占GDP的比例控制在3%以内，并在

2023年至2027年的5年内实现债务占GDP比例的持续下降，部分福利

性支出占比保持在指定水平以下。2024年7月，英国财政政策可能

出现放松迹象。在经济低迷、债务负担加重、通胀掣肘减弱的背景

下，2024年英国财政政策的重点可能转向税收结构调整方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4年发达经济体财政赤字占GDP比

例为4.4%，较2023年下降1.2个百分点；新兴中等收入经济体财政

赤字占GDP比例为5.5%，较2023年提高0.1个百分点；欠发达经济体

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为3.6%，较2023年下降0.4个百分点。展望2024

年下半年，多个经济体财政政策或将延续回归正常化的态势，财政

支出增速趋缓，财政赤字趋降，财政政策立场逐渐由积极转向稳健。

财政支出中利息和民生支出占比可能提高。税收政策中，高收入人

群所得税和特殊消费税趋于上升，而清洁能源生产与使用、科技创

新、金融市场发展等将成为重要减税领域。部分财政赤字水平较低、

财政扩张空间较大的新兴经济体可能会适当加大财政支出力度。

网站链接：

http://114.118.9.73/epaper/index.html?guid=1812670257

232347137

（2024年07月13日 中国财经报）

http://114.118.9.73/epaper/index.html?guid=1812670257232347137


本报讯 财政部日前印发通知，下达2024年旅游发展基金补助

地方项目资金9.67亿元，支持地方提升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加强旅

游宣传推广，推进旅游业转型升级融合发展，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

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通知明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以下统称省）财政部门按照有关要求，做好2024年旅游

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预算编制、指标安排等相关工作，做好

绩效运行监控，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同时，参照中央做法，

将省2024年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及时对下分解，

做好省内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省内落实到位的具体项目要填报绩效

目标及指标，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报省级财政及主管部门备案并

抄送财政部当地监管局。 安排给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

资金，按照财政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将脱贫县涉农资金统

筹整合试点政策优化调整至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施的通知》

有关规定执行。 （宗禾）

网站链接：

http://114.118.9.73/epaper/index.html?guid=1814074741

573550083

（2024年07月19日 中国财经报）

6.财政部下达2024年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9.67
亿元

http://114.118.9.73/epaper/index.html?guid=1814074741573550083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发布《2024年上半年向

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清单》。本次推介项目共106个，项目总投资

437.74亿元，涉及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旅游、畜牧、水利

等行业。

其中，民资参股项目21个，委托运营项目12个，特许经营项

目8个，合作经营项目6个，民企100%持股项目3个。从项目地区分

布看，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7个，昌吉回族自治州17个，阿克苏地区

15个，位列清单前三名。从总投资金额来看，总投资前三的项目分

别是：

o长联昆仑（疏附）新能源有限公司光伏可再生能源制氢氨醇

一体化建设项目

总投资：60亿元

拟引入民间资本方式：其他

地区：喀什地区

主要建设内容：计划新建合成氨装置10万吨/年、甲醇装置5万
吨/年、绿氢装置3万吨/年。

o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化工工业园二期基础设施项目

总投资：34.18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方式：股权投资等地区：

乌鲁木齐市

主要建设内容：新建道路24条，路总长约38215.89米，配套实

施智慧化、信息化等设施，新建建筑总面积22万平方米的标准化厂

房。

o巴州尉犁县S338线尉犁至沙雅公路建设项目

总投资：25.7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方式：特许经营地区：巴州

主要建设内容：新建二级公路187.7公里，起点墩阔坦乡境内，

终点接入沙漠公路G216线（K109+000处），路面宽度为12m，主

要路基、路面、桥涵及安防工程。

7. 总投资437.74亿元，新疆发布2024年上半年向民间资本
推介项目清单



民间投资是扩大有效投资、扎实稳住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环

节。通过公开推介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能够帮

助引导民间资本及时了解和参与新疆项目建设，积极为民间资本创

造更多投资机会，拓宽民间资本投资领域。新疆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将进一步健全保障机制，为民间投资项目落地提供全方位的要素保

障。同时，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全方位调动民间资本投资积极性。

网站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kUE5rOtyjUIQuhdc0jMj_Q
（2024年07月15日 国家PPP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kUE5rOtyjUIQuhdc0jMj_Q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计划从2024年到2028年，围绕教

育、卫生、农牧、工程技术等基础领域及特色优势产业，采取工作

实践与业务培训相结合的方式，继续为西藏和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

省涉藏州县培养1500名高素质专业技术骨干，开展30期专家服务团

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以培养急需紧缺人才为导向，

以中高层次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为重点，坚持需求导向、目标导

向、效果导向、问题导向，创新特培形式，提高培养质量，为推动

西藏和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涉藏州县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

支撑和智力支持。

网站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kI7Xs1YL8f4h6PObiVkPLw

（2024年07月16日 国家ppp公众号）

8.人社部计划继续为藏区培养1500名高素质专业技术骨干

https://mp.weixin.qq.com/s/kI7Xs1YL8f4h6PObiVkPLw


近日，京哈高速九门口复线河北段项目招标成功，该项目特

许经营中标者为河北交投集团。该项目作为国家高速公路网京哈高

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遵秦高速共同构成京哈高速并行走廊，

建成通车后将有效分担京哈高速交通压力，助力区域交通实现“人

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

作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新机制实施以来河北省首个

特许经营项目，该项目路线全长约16公里，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

准，估算投资约27.2亿元，由秦皇岛市交通运输局作为项目实施机

构，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择特许经营者，组建项目公司负责项目建

设、运营管理工作。

网站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TCRv1455aXe15LUQq7bHZQ

（2024年07月17日 国家PPP公众号）

9.7.2亿！这个省首个PPP新机制特许经营项目招标成功

https://mp.weixin.qq.com/s/TCRv1455aXe15LUQq7bHZQ


在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决策部署要求下，今年以来，积极

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从上半年各项数据看，靠前发力

效果明显，一个突出表现是中央转移支付进度的加快下达。

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

8.84万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86.6%，较4月份提速了1.5个百分点。

根据《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意

见》，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两大类。

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用于支持地方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均等化

发展，而专项转移支付则用于实现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近年来，中央转移支付的规模不断扩大，2023年实际执行数

达到10.29万亿元，比预算高出2320亿元，主要用于灾后恢复重建、

防洪治理、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等领域。

对比2023年实际执行数，2024年转移支付的预算规模为10.2

万亿元，从预算安排看，2024年的总预算金额有所下降。

财政部《关于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4年中央

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剔除支持基层落实减税降费和重

点民生等专项转移支付以及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补助资金等一次性因素后，2024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同口径增长

4.1%。

“实际上，从过去几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金额看，基本呈

现持续上升的趋势，2023年实际执行数超预期，主要在于去年四季

度临时增发的1万亿元国债，截至当年年底，中央共安排了5000亿

元的国债，这部分国债主要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安排给了地方。”一

位财税人士对此解释。

去年，我国多地遭遇暴雨、洪涝、台风等灾害，地方灾后恢

复重建任务较重。加之各类极端自然灾害多发频发，这对我国防灾

减灾救灾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10.财政部：前5月中央转移支付已下达8.84万亿元



2023年10月，经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中央决定增发1

万亿元国债，集中力量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弥补防灾减灾救灾短板。

其中1万亿元的国债在2023年安排使用了5000亿元，剩余5000亿元

结转2024年使用。

受此影响，2023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预算总额从100625

亿元增加至105625亿元。根据2024年中央财政预算公布的情况，

2023年中央转移支付的执行数为102945.19亿元。

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建凡介绍，这1万亿元的国债全部通过转

移支付方式安排给地方，还本付息也由中央承担，去年四季度5000

亿元国债已先行安排。“今年1—2月，财政部又分三批向地方调度

库款5000亿元，确保各地不因资金影响项目建设进度。”

据悉，为做好国债资金分配下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了专项工作机制，及时组织国债项目申报、

审核工作。

根据专项工作机制确定的项目清单，财政部在今年2月份将1

万亿元增发国债资金全部提前下达地方，并督促指导地方及时落实

到具体单位和项目，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加快安排使用，尽快形成实

物工作量。 
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财

政部部长蓝佛安作报告时表示，当前，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仍面临诸

多挑战，企业经营压力较大，财政收入增长面临制约，收支矛盾较

以往进一步凸显，完成全年预算需要继续付出努力。

按照财政部的要求，今年将重点加强基本民生保障，聚焦困

难最大群体、需求最强烈事项，细化完善民生政策举措，同时要督

促地方加强民生领域资金管理，确保基层“三保”按时足额支出、

各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财政部强调，2024年的转移支付政策将重点向困难地区和欠

发达地区倾斜，以强化这些地区的财政保障能力。同时，通过优化

调整税费政策，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和针对性，进一步促进经济的持

续回升向好。

数据显示，2024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中，安排均衡性

转移支付25744亿元，同比增长了8.8%，安排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

制奖补资金为4462亿元，同比增长8.6%。



在财税人士看来，近年来，中央转移支付在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保障人民基本福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现实中仍存在一些挑战。比如，教

育重外延、轻内涵等现象仍未解决，未来政策需要进一步完善和优

化转移支付制度，以更好发挥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上述

财税人士建议。

网站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cWGdi_XWBJb21dgWm0vEAw

（2024年07月17日 国家PPP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cWGdi_XWBJb21dgWm0vEAw


近日，烟台市城市快速路山海路南段（绿斯达路—同和路）

建设工程顺利完成竣工验收工作。　

资料显示，山东省烟台市城市快速路山海路南段（绿斯达路

－同和路）建设工程PPP项目总投资14.53亿元，供应商为中交路桥

建设有限公司。

该项目全长约2.802km，全线采用高架+地面辅道形式。主线

采用双向6车道，地面辅道采用双向6车道，其中高架段长约2km。

主线设计速度80km/h，辅道设计速度50km/h，匝道设计速度40km/h。

本次竣工验收由建设单位组织，监理、设计、勘察、施工、交警部

门及建设工程监督站共同进行。各责任主体单位分别对本工程进行

评议，建设单位结合各方意见，宣布本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正式通

过验收。本项目是烟台市“一横两纵”快速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烟台市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项目的建成通车标志着烟台市快

速路网初步成型。本项目北接老城区，南与烟台南站相接，是老城

区与烟台南站联动的重要通道。项目的建成通车将缓解交通拥堵，

市民出行更加便利。

网站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sCHVf2wmRcpk80_DE2-83g

（2024年07月18日 国家PPP公众号）

11.总投资14.5亿，这个城市快速路PPP项目顺利竣工验收

https://mp.weixin.qq.com/s/sCHVf2wmRcpk80_DE2-83g


去年我国增发1万亿元国债，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

灾救灾能力。记者11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3

年增发国债1.5万个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

重大项目推进处处长岳修龙说，2023年11月以来，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下达项目清单，将1

万亿元增发国债资金安排到1.5万个项目，主要涉及灾后恢复重建

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海河和松花江流域等北方地区为重点

的骨干防洪治理工程、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城市排水防涝

能力提升工程等8个领域。岳修龙介绍，目前，一批学校、医院、

道路等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已经投入使用，有效改善了受灾地区群众

生产生活条件；一批江河堤防、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等水利项目已经

建成，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广西长塘水库、贵州花滩子水库等重大

水利工程开工建设；一批工程抢险、基层防灾等项目落地实施，进

一步提升了有关行业和地方自然灾害应急保障能力。下一步，国家

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做好实地督导检查工作，加快推进

项目实施，在年内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同时，着力督促有关方面

严格落实项目建设各项规定，严把工程质量关，严防重大安全生产

事故，确保将增发国债项目建成民心工程、优质工程、廉洁工程。

网站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QtRWowYEX66UGt3reTPhuQ

（2024年07月18日 国家PPP公众号）

12.1.5万个！2023年增发国债项目全部开工

https://mp.weixin.qq.com/s/QtRWowYEX66UGt3reTPhuQ


7月17日，福建省发改委网站发布消息称，同意福建炼油化工

有限公司建设福建古雷炼化一体化工程二期项目(下称古雷二期项

目)。这标志着福建省迄今投资规模最大的产业项目正式落地。

古雷炼化一体化项目坐落于漳州市古雷半岛，是全国七大石

化产业基地之一。在古雷二期项目批复中，福建发改委要求该项目

炼油装置建设要严格落实国家对炼油产能置换有关要求。项目要按

照“减油增化”的原则，进一步优化工艺技术方案，多产乙烯等装

置用的石脑油，满足项目与漳州古雷石化基地内关联企业需要，实

现协同互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项目建成后，将为古雷石化基

地“烯烃-塑料”“芳烃-聚酯”两条千亿能级产业链条提供充足稳

定优质的原料，助力古雷加快建设集聚两岸资源要素有全球竞争力

的产业基地。去年，国内乙烯总产能5195万吨，稳居全球第一。其

中，新增产能242.3万吨，低于过去四年平均产能增幅605万吨，是

2019年以来产能增长最少的一年。

网站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7Rt_VWfds-vrtMTTzhntPw

（2024年07月19日 国家PPP公众号）

13.超711亿！这省迄今投资规模最大的产业项目正式落地

https://mp.weixin.qq.com/s/7Rt_VWfds-vrtMTTzhntPw


——广东进一步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综述

作为经济大省、财政大省，广东经济走在全国前列，但区域

发展不平衡、区域间财力差距较大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广

东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如何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激发调动市县发展积

极性和内生动力？近年来，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为契机，广

东进行了积极探索。

2023年9月，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

体制改革工作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了30

多条改革措施，明确建立健全权责配置更为合理、收入划分更趋规

范、财力分布相对均衡、基层保障更加有力的省以下财政体制目标。

相关改革举措如何“对症下药”，目前取得了哪些成效？记

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强而不均 区域差异明显

过去33年来，广东的经济总量高居全国第一，但粤东、粤西、

粤北地区与珠三角地区差距大一直是困扰广东发展的“顽疾”。

相关研究表明，在直辖市以外的东南沿海四个经济最发达的

省份中，广东的区域发展差距要大于江苏、浙江和福建。

对于广东的区域差距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切。2018年3

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

指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嘱

咐“缩小粤东粤西粤北与珠三角发展差距，是广东区域协调发展的

紧迫任务，要从体制机制改革入手，既加大输血力度，又增强其造

血功能”。

2022年12月，广东省委决定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

工程”（以下简称“百千万工程”），旨在更好解决城乡区域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加快城乡融合发展。2023年9月，广东出台

《实施方案》，聚焦做强县域经济、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升

体制规范性水平等，进一步理顺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明确了推

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路线图，拉开了改革序幕。

14.缩小区域差距 促进协调发展



坚持分税分成 优化收入结构

针对区域财力差距较大的实际，广东财政聚焦优化省以下纵

向、横向财力分布，努力缩小区域间、城乡间的财力差距。

“我们在改革中继续坚持分税分成财政体制，确保稳中有

进。”广东省财政厅副厅长胡建斌说，省与市、县继续严格按税种、

按比例分享收入，各级收入划分保持稳定、公平和规范。

《实施方案》明确，广东财政坚持以共享税为主体的收入划

分制度，继续把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

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四大税种划分为省与市县共享收入，省与市县

“五五”分享。同时，继续把税基较为稳定、地域属性明显的城镇

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等税收收入作为市县级收

入。

同时，《实施方案》针对统一规范市以下收入划分提出了改

革举措：对市与区、不设区的市与镇乡实施财力分享的，设置过渡

期，3年内实现收入按比例分享、分级入库；市内同一税费收入在

市与所辖区之间的归属和分享比例原则上应逐步统一，除按规定上

缴财政的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外，逐步减少直至取消按企业隶属关系

划分政府间收入的做法。

此外，《实施方案》还提出探索建立省以下区域间均衡度评

估机制、定期开展评估，以及保持市与县区财政体制相对稳定、市

级不得再集中县的收入和财力增量等，着力优化省、市级的调控和

保障能力。

“财政分税分成体制保持稳定，促进了省与市县财政收入的

协同增长。”胡建斌指出，2023年，市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

与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相当，均为4.3%，呈现同步增长的良

好势头。

在事权和支出责任方面，广东结合本地区实际，加快推进省

以下各级财政事权划分改革，根据基本公共服务受益范围、信息管

理复杂程度等事权属性，清晰界定省与市县各级财政事权，适度强

化省级财政事权。

特别是，省级财政对原中央苏区、海陆丰革命老区困难县

（市、区）、少数民族县基本公共服务共同财政事权承担100%支出

责任，对北部生态发展区、东西两翼沿海经济带其他县承担85%支

出责任，并探索推进同一市县不同领域的财政支出责任分担比例统

一，促进分担比例统一科学，进而减轻基层支出压力。



同时，广东根据经济发展水平、财力状况、支出成本等差别

化确定不同区域的市县级财政支出责任，有效减轻了困难地区基本

公共服务支出压力。

《实施方案》落地以来，通过财政体制的有效调节，广东省、

市、县三级财力分布格局中，虽然收入结构为“橄榄型”，但支出

结构已变成了“金字塔型”，表明财力持续向县级基层下沉，并与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更加适应。

支持县域发展 增强县域动能

县域是城和乡的结合点，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是连

接城市、服务乡村的天然载体。

据了解，广东有122个县（市、区），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

出短板在县域——财政经济总量较小、增长较慢，总体发展水平较

低。

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县域较为薄弱的实际，广东在改革中

重点聚焦促进县域高质量发展，建立健全县级财力保障长效机制，

并着力通过强化乡镇财政管理，提升乡镇发展内生动能。

此次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广东将财政省直管县由原来

的36个县（市），扩围至57个县（市）。

“省财政在收支划分、转移支付、财政结算、库款调度和项

目申报等工作中，都直接联系到县，能够促进财政资源下沉，全面

增强县域发展内生动力和财政保障能力。”广东省财政厅预算处负

责人说。

在基层财政普遍面临收支矛盾突出的形势下，一方面，广东

财政持续加大对困难地区的财力和库款支持力度，增强省财政保障

力度，筑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另一方面，推出“百千万工程”

财政奖励政策，拿出“真金白银”，支持基层比学赶超、赛龙夺锦。

今年6月，广东财政对2023年度实施“百千万工程”考核中获

评优秀的县（市、区）给予奖励，省级财政累计下达考核奖励资金

12.5亿元。

“考核激励对于城镇功能提升、乡村全面振兴以及城乡融合

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上述负责人说，通过考核激励机制的运用，

增强县域抓发展的积极性，进而有效带动城镇提能、乡村振兴以及

加快城乡融合，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差距，推动更多薄弱县域补齐短

板。



与此同时，广东财政落实省委“百千万工程”中关于“强化

乡镇联城带村的节点功能”的要求，稳步推动各地将财力较为困难、

管理能力薄弱的乡镇纳入“乡财县管”范围，以此强化县级政府对

财力薄弱乡镇财政支出的保障和预算约束，进一步规范乡镇财政收

支行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透明度、效率和公正性，防范化解乡

镇财政运行风险，保障乡镇财政健康、稳定发展。

完善转移支付 重点倾斜薄弱地区

转移支付是进行财力资源再分配、缩小区域财力差距、促进

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发展的重要手段。围绕“兜底线、促均衡、

保重点”目标，广东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中提出了系列完善转移

支付制度的举措，着力提升转移支付的科学性、有效性，并精准支

持省内财力薄弱地区加快发展。

一般性转移支付方面，为加大对地市财力支持，推动地市缩

小辖区财力差距，《实施方案》明确把欠发达地区市本级纳入均衡

性补助范围，加强对缩小辖区内财力差距的奖励力度。

此外，在县改区原享受的保留5年县级一般性转移支付待遇政

策到期后，省财政通过加大对所在市本级的转移支付力度，统一予

以支持。

专项转移支付方面，为了加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实施方

案》提出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安排坚持“先定事项再议经费、先有项

目后有预算、先有预算再有执行、没有预算不得支出”的原则，建

立以项目为重点的预算管理模式，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减少年中

二次分配，切实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

针对各类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广东财政明确提出，贯彻政府

过紧日子的要求，围绕政策目标主要采用因素法或项目法分配各类

转移支付资金，确保转移支付资金能够真正用于改善民生、推动经

济发展。

与此同时，健全转移支付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结合新情况、

新要求不断调整完善政策，根据评估结果和区域间均衡度等变化，

动态调整完善各类转移支付资金补助范围、标准和分配办法。

2023年，广东省级财政对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5672亿元、

同比增长6.7%，高于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2.5个百分点，

其中七成安排给财力困难的粤东、粤西、粤北地区。



近年来，在转移支付政策的有效调节下，广东区域财力差距

不断缩小，基层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区域财力不均衡的状况有所改

善。全省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差异系数从2012年的0.55下降到

2023年的0.48，粤东、粤西、粤北人均支出与珠三角人均支出之比，

从2012年的4.64∶10提高至2023年的5.63∶10。

“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是一项打基础利长远的工

作，影响广泛、意义深远、责任重大。”广东省财政厅厅长陈国煌

说，“目前广东各地已初步落实《实施方案》的系列举措，取得了

一定成效，相信随着制度改革红利充分释放，将有力加快各区域均

衡、协调发展的步伐，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网站链接：

http://114.118.9.73/epaper/index.html?guid=1813108263

143604225

（2024年07月16日 中国财经报）

http://114.118.9.73/epaper/index.html?guid=1813108263143604225


——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解读

国家统计局7月15日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

平稳，转型升级稳步推进，初步核算，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

增长5%，其中，一季度增长5.3%、二季度增长4.7%。

受访专家表示，上半年国民经济延续恢复向好态势，这是宏

观政策加力提效、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的结果。同时，二季

度经济增速有所回落，说明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特别是消费有待进一步提振、房地产市场需要进一步稳固。下一阶

段，随着外部环境渐趋复杂严峻，提振国内有效需求、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需要持续加力、形成合力。

上半年经济增长总体平稳、量质齐升

纵观上半年数据，多领域增长保持较好态势。从供给端看，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

从需求端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7%，其中，服务零售

额同比增长7.5%；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9%，扣除房地产开

发投资增长8.5%；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1%，其中，出口增长

6.9%、进口增长5.2%，贸易顺差30909亿元，外贸规模再创新高。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1%，比一季度

下降0.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宏观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外需

有所回暖、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等因素对上半年经济运行形成支撑，

成绩来之不易——

一是从宏观指标看，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从经济增长看，对

于我国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体，能够实现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难能可

贵。从就业看，经济增长特别是劳动密集度高的服务业持续恢复，

为稳定扩大就业提供支撑，加上就业优先政策发力显效，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催生新型职业需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从物

价看，随着经济持续恢复、就业收入稳定，市场供需关系有所改善，

物价水平温和回升。从国际收支看，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规模创

历史同期新高，重点产品出口优势巩固，外汇储备稳定在3.2万亿

美元以上。>>>下转3版

此外，一些能够直观反映经济运行情况的实物量指标也保持

了稳定增长：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同比增长5.2%，货运量、

营业性客运量分别增长4.2%、13.2%。

15.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有效需求亟待提振



二是从发展质量看，转型升级稳中有进。上半年，我国产业

向“新”向“绿”转型态势更加明显，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

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5.8%，比一季度提高0.6个百分

点；集成电路、服务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等智能绿色

新产品表现亮眼，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为经济发展积蓄了新动

能。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催生新的消费场景，直播带货、即

时配送等消费新模式不断涌现，带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8.8%，快递业务量突破800亿件。新技术继续赋能绿色发展，清洁

能源生产较快增长，节能降碳取得积极进展，经济发展的绿色含量

提升。夏收粮油再获丰收，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提升，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三是从发展环境看，成绩取得殊为不易。今年以来，全球经

济增长动能偏弱，通胀具有粘性，地缘政治冲突、国际贸易摩擦等

问题频发，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企业经营压力较大，重点领域风险

隐患较多，推动经济稳定运行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放在全球坐标

中观察，我国经济表现依然较好，一季度GDP增速快于美国、欧元

区、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结合二季度国内外形势，预计上半年我国

经济增速将继续保持领先，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稳定力

量。

“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既有量的增长，更有质的提升。

下阶段，要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实施好

宏观政策，精准发力、持续用力、形成合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上述发言人表示。

制造业与服务业增加值是经济“半年报”中的两大亮点。上

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5%，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0.5个

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分别快于全部

规模以上工业1.8和2.7个百分点；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分量更加突

出，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6.7%，比上年同期提高0.2个百分点，拉

动GDP增长2.6个百分点。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剑表示，制造业、服

务业恢复呈现较好态势，主要得益于我国高技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规模稳步扩大，带动相关行业转型升级。展望未来，人工智能等信

息技术应用场景加速落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快融合，将

为我国经济增长与转型升级提供强大动能。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鹏建议，下一阶段应围绕三大

方面发力，助推高技术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一是将科技创新与产

业创新相结合，用科技创新来提升效率、增强竞争能力，用产业创

新为科技创新的成果应用和效能发挥提供空间和条件；二是将实体

经济和数字经济相融合，以数字经济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空

间和渠道，用实体经济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平台和载体；三

是以数据等要素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支撑，以人力资源、

设备资本、政策区位（土地要素）等要素的差异化组合作为重要的

资源配置条件，为产业发展提供新的基础环境。

二季度经济运行“形有波动、势仍向好”

从二季度当季情况看，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增速比

一季度有所回落。上述发言人回应，总的来看，二季度经济运行可

以概括为“形有波动、势仍向好”，短期波动不会改变长期向好大

势。

“短期来看，二季度经济增速回落有极端天气、雨涝灾害多

发等短期因素的影响，也反映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有所增

多，特别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国内大循环不够顺

畅等。同时应看到，二季度经济总量指标规模依然十分可观，就业

形势比较稳定，客运量、铁路货运量、用电量等实物量指标保持较

快增长，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扎实推进，新产业新

动能培育成长。从基本面看、从中长期看，经济稳定运行、长期向

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高质量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上述发言人

表示。

上述发言人指出，展望下半年，外部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上升，国内困难挑战依然不少，但综合来看，我国发展面临的有利

条件强于不利因素，存在多方面支撑——

供给支撑方面，我国夏收粮油再获丰收，为推动经济稳定运

行、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作为实体经济的根基，制造

业规模持续扩大、占比稳步提升、结构不断优化，重要产业链供应

链安全保障能力增强，为下半年经济稳定增长提供重要支撑。



需求支撑方面，世界经济温和复苏，部分主要经济体进入补

库存周期，消费电子等行业上行周期有望延续，有利于我国外需改

善。同时，我国居民衣食住行和精神文化需求潜力巨大，暑期旅游

研学旺季、开学季、“十一”长假等有助于带动消费恢复。“两重”

项目加快下达、建设提速也有利于带动投资增长。

动力支撑方面，我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步伐加快，新能源、

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成长，有助于对冲下

行压力、增强上行动力。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保持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新基建

等领域发展活力也在不断释放。

政策支撑方面，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

不断显现，前期发放的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等逐步转化为实物

工作量，强化政策统筹、综合施策将持续形成政策合力，为经济平

稳运行提供有利政策条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对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将会进一步凝聚社会共

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活和增强社会活力。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分析称，从二季度数据来看，

有效需求偏弱是当前制约经济恢复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居民消费能

力与信心的下降不容忽视。“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一季

度回落0.9个百分点，叠加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继续调整，居民

部门的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均受到影响。不过，居民部门的消

费倾向仍在回升，二季度全国居民消费倾向回升至68.5%，高于今

年一季度以及2022年、2023年同期水平，为未来消费增速回升提供

了基础。下一阶段，随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继续落地，对家电、

通信器材等大宗消费形成提振，加上去年下半年基数逐渐回落，消

费同比增速有望回升。”温彬说。

苏剑表示，着眼于有效需求不足，未来在供给端仍需提升有

效供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挖掘市场需求，同时加快构

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进一步壮大发展动能，巩固增强经济

回升向好基础。

宏观政策效应陆续显现 发挥积极作用



今年以来，中央出台了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等一系列宏观调控举措。上述发言人表示，随

着各项政策逐步落实落地，政策效应陆续显现，对推动经济稳定运

行、引导产业转型升级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一，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需求正在逐步释放。在大

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带动下，上半年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7.3%，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个百分点，贡献率达54.8%；制

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10.0%，高于制造业投资0.5个百分点。同时，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引导居民消费潜力有序释放，上半年限额以上

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3.1%，比上年同期

加快2.1个百分点；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量达411万辆，增长33.1%。

第二，近期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有所提升。各地区各部门积极

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扎实做好保交房工作，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

房需求，政策效应逐渐释放，市场活跃度有所提升。上半年，全国

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同比分别下降19%、25%，降幅比1—5

月收窄1.3、2.9个百分点；房屋新开工面积、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

资金降幅也有所收窄。上半年，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

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积极推进，拉动房地

产开发投资0.9个百分点。

第三，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等发行使用为投资增长提供

了资金保障。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5.4%，比全部投资快

1.5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

投资增长18.5%，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27.4%。目前，2023年增发国

债1.5万个项目已经全部开工建设。

温彬表示，展望下半年，出口仍有一定韧性，但也将面临回

落压力，因此宏观政策应围绕扩大内需着重发力，为经济持续回升

向好提供支撑。

网站链接：

http://114.118.9.73/epaper/index.html?guid=1813108263

143604229

（2024年07月16日 中国财经报）

http://114.118.9.73/epaper/index.html?guid=181310826314360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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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银行7月对全球基金经理进行的调查显示，31%的基金经理认

为，美国影子银行业最有可能成为全球信贷危机的源头。影子银行

业包括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等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24%的投资者

认为美国商业房地产行业是第二大最有可能引发信贷危机的因素。

而美国政府债务排在第三位，有17%的投资者认为这是信贷危机的

原因。

网址链接：

https://usstock.jrj.com.cn/2024/07/17214041634295.shtml

（2024年7月17日 金融界）

1.美银调查显示，美国影子银行最有可能引发全球信贷危
机

https://usstock.jrj.com.cn/2024/07/17214041634295.shtml


美国财政部表示，由于技术问题，将推迟原定于周三进行的

债券回购操作。财政部在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将于7月18日周四

实施原定回购计划。财政部今年启动新的债券回购计划，原定于周

三回购最高20亿美元、期限为3-5年期的债券。一位发言人表示，

这个技术问题跟TreasuryDirect系统有关，现已解决，但其未就该

问题提供更多详情。TreasuryDirect是财政部的网上平台，投资者

可以通过该平台直接在网上向美国政府购买和出售证券。

网址链接：

https://24h.jrj.com.cn/2024/07/18035541636301.shtml#r

ss

（2024年7月18日 金融界）

2.美国财政部因技术问题而推迟回购操作

https://24h.jrj.com.cn/2024/07/18035541636301.shtml#rss


美国商务部周三表示，计划向环球晶圆公司（GlobalWafers）

提供高达4亿美元的政府补助，以大幅提高晶圆的产量。美国商务

部表示，这些资金将用于在得克萨斯州和密苏里州的项目，建立美

国首条用于先进半导体的300毫米晶圆生产线，并扩大绝缘硅晶圆

的生产。

晶圆是先进半导体的关键部件，是拜登政府努力促进芯片供

应链的举措之一。计划中的补贴将支持环球晶圆在两州的40亿美元

投资计划，以建设新的晶圆制造设施，并创造1700个建筑岗位和

880个制造岗位。目前，包括环球晶圆在内的五大公司控制着全球

80%以上的300mm硅晶圆制造市场。

网址链接：

https://usstock.jrj.com.cn/2024/07/18075041637052.sht

ml

（2024年7月18日 金融界）

3.美国奖励一家半导体公司4亿美元，以提高晶圆产量

https://usstock.jrj.com.cn/2024/07/18075041637052.shtml


自2022年美国开始上调利率以来，直到2024年过半，这一趋

势依然持续。尽管这对打算贷款买房的人来说是不利的消息，但对

于想通过投资美国国债获利的人来说，却是个好消息。

国债是政府发行的债务，包括一年或一年以内到期的短期票

据和十年或十年以上到期的长期债券。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的数据

显示，美国家庭今年持有的国债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截至第一季度

末，美国家庭持有的未偿国债价值超过2.4万亿美元。根据阿波罗

公司的数据，这相当于2021年底时的五倍多。

自2022年以来，利率大幅攀升是家庭增持27万亿美元国债的

主要原因。得益于利率上升，个人投资者得以利用国债收益率大幅

提高的优势。虽然国债收益率似乎已在2023年底达到顶峰，但仍处

于历史高位。FactSet数据显示，3个月国库券的利率接近5.3%，2

年期国库券的利率接近4.45%，10年期国库券的利率约为4.2%。

Apollo Global Management的首席经济学家Torsten Slok表

示：“自美联储在2022年3月开始加息以来，家庭成为了国债的一

个新大买家。”尽管美国家庭持有的国债总价值仍低于外国政府和

投资者，美国投资者增加持有量的速度依然显著。

网址链接：

https://www.zhitongcaijing.com/content/detail/1152357.

html

（2024年7月18日 智通财经）

4.利率上升为主要推动力 美国家庭持有创纪录2.4万亿美
元国债

https://www.zhitongcaijing.com/content/detail/1152357.html


在多年的高支出来支持企业和家庭度过疫情和能源危机后，

欧元区政府承诺明年削减支出以降低借贷水平。

欧元集团周一发表声明称，鉴于“降低高额赤字和债务”的

需要，财长们认为“欧元区仍有必要进行渐进和持续的财政整顿”。

这一承诺正逢欧盟引入新的财政规则，要求成员国在预算草

案中削减支出或提高税收，以从明年起平衡公共收支。

这项任务对于法国等高负债国家尤为紧迫，法国提前进行选

举令政策前景不明，奉行扩张性税收和支出政策的政党争相组建下

一届政府，这可能预示着与欧洲伙伴的谈判将变得困难重重。

欧元集团主席Paschal Donohoe表示，所需的财政行动将比各

国政府在春季最初预期的更为艰巨，但他表示可以通过逐步取消支

持措施来削减预算。

Donohoe周一告诉一群记者：“从我们的分析来看，如果取消

在通胀高企时引入的能源措施和更广泛的经济措施，这将是明年转

向紧缩立场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

网址链接：

https://usstock.jrj.com.cn/2024/07/16081741586654.sht

ml

（2024年7月16日 金融界）

5.欧元区财长承诺削减支出以降低债务

https://usstock.jrj.com.cn/2024/07/16081741586654.shtml


英国支付系统监管机构（PSR）和金融行为监管局（FCA）7月

15日公告称，正在就数字钱包给人们和企业带来的好处和风险征求

意见。数字钱包的使用在过去几年中迅速增长，现在可能有一半以

上的英国成年人使用数字钱包。随着Apple Pay、Google Pay和

PayPal成为当今英国使用最广泛的三种数字钱包，数字钱包已成为

大型科技公司和英国消费者之间日益重要的接触点。因此，监管机

构渴望更好地了解数字钱包日益普及对消费者和企业造成的影响，

包括：数字钱包为服务用户带来的一系列好处；是否有任何功能意

味着支付对于消费者和/或企业来说效果不佳；它们在释放账户到

账户支付潜力方面的作用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支付系统之间的竞争；

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数字钱包是否会引发任何重大竞争、消费者

保护或市场诚信问题。

网址链接：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11420217.html

（2024年7月15日 界面新闻）

6.英国监管机构就数字钱包征求意见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11420217.html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上调了对英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

英国财政大臣Rachel Reeves对预期中的经济增长表示欢迎，

但她表示，“对经济面临的挑战规模和新政府面临的遗留问题不抱

任何幻想”。

工党在不到两周前的大选中获胜，承诺通过改革规划体系和

增加公共与私人投资，使英国成为七国集团中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年增长率约2.5%。

在最新的全球增长展望中，IMF将英国经济增长预测从4月时

预期的0.5%上调至0.7%，这使得英国排名从2023年仅排在德国之前

的倒数第二位升至追平意大利和日本的位置。美国、加拿大和法国

料实现更快速的经济增长。

0.2个百分点的上调幅度与法国并列第一。IMF对2025年的预

测保持不变，届时英国将以1.5%的增速在七国集团中排名第三，仅

次于加拿大和美国。

网址链接：

https://usstock.jrj.com.cn/2024/07/17075741609864.sht

ml

（2024年7月17日 金融界）

7.IMF上调英国经济增长预期

https://usstock.jrj.com.cn/2024/07/17075741609864.shtml


德国财政部表示，预计联邦政府2025年的净新增借款将从今

年的503亿欧元降至438亿欧元。一位不愿具名的财政部高级官员表

示，2024年的数字包括追加预算中113亿欧元的额外新债务。预计

新增借款在2026年降至386亿欧元，2027年降至344亿欧元，2028年

降至299亿欧元。预计2025年和2026年公共部门债务占GDP的比例为

63.25%，2027年为63%，2028年为62%。

网址链接：

https://24h.jrj.com.cn/2024/07/15230241584550.shtml#r

ss

（2024年7月15日 金融界）

8.德国预计净新增借款和债务与GDP之比将下降

https://24h.jrj.com.cn/2024/07/15230241584550.shtml#rss


当地时间7月16日，德国萨克森州德累斯顿检察官办公室发布

的新闻稿显示，2024年6月19日至7月12日，萨克森州虚拟货币保管

与处置中心与德国法兰克福的专业证券交易银行Sc h e i c h 

Wertpapierspezialist AG合作，在联邦刑事警察局的支持下，完

成了约49858枚比特币的出售。此次出售的收入约为26.39亿欧元。

新闻稿称，这是德国首次如此大规模进行比特币的紧急出售。

此次出售比特币获得的收入目前尚未成为萨克森州政府预算的新增

收入，而是在刑事诉讼程序最终结束前被暂时保管。

今年1月，德国萨克森州警方从盗版门户网站“Movie2k”运

营商手中缴获了这批比特币，当时价值19.6亿欧元。

值得注意的是，6月19日即德国此次出售比特币的首日，比特

币价格约为65000美元，后一路下跌，在7月6日曾一度跌至53717美

元，后逐渐回升。目前，比特币价格已回升至近65000美元。

网址链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8103293

（2024年7月17日 金融界）

9.德国执法部门“紧急出售”近5万枚比特币，收入超26亿
欧元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8103293


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部长勒梅尔日前宣布，在年初宣布的200亿

欧元预算削减基础上，将法国政府2024年预算支出再削减50亿欧元，

以争取实现预算赤字达标。

法国政府此前计划，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

在2024年降至5.1%，到2027年降至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

3%以内。2023年法国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高达5.5%。

法国财政部11日发布报告指出，由于“法国2030”投资计划

资金释放、军费开支增加以及教师工资提升，截至2024年5月底，

法国公共支出已达年度预算的44%，高于2017年至2023年间同一统

计时段的平均水平41%。

债务方面同样不容乐观。截至2024年3月底，法国公共债务增

至近3.16万亿欧元，约占GDP的111%。2023年，法国公共债务占GDP

的比重为110.6%，远超《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60%。

今年5月底，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预计，2024年至2026

年，法国预算赤字平均将占GDP的4.6%，高于此前预测的3.9%。到

2027年，法国预算赤字仍将达到GDP的3.5%，高于法国政府2.9%的

目标。

网址链接：

https://news.cnr.cn/sq/20240713/t20240713_526791784.s

html

（2024年7月13日 央广网）

10.法国再削减预算50亿欧元以争取赤字达标

https://news.cnr.cn/sq/20240713/t20240713_526791784.shtml


俄罗斯总统普京12日签署一项法律，批准了对2024年联邦预

算的修改。相关文件已在俄罗斯法律信息网站发布。该法律自正式

发布之日起生效。

根据最新修订的预算，俄2024年预算支出将增加5220亿卢布

至37.182万亿卢布，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9.4%；预算收

入将减少30亿卢布至35.062万亿卢布，约占GDP的18.3%。

根据该文件，2024年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额外收入预计从

1.821万亿卢布下调至1.053万亿卢布。

与此同时，根据文件，2024年俄联邦预算赤字将增至国内生

产总值（GDP）的1.1%，达到2.12万亿卢布。而俄国内公共债务上

限将提高至26.68万亿卢布；外债上限将降至630亿美元（567 亿欧

元）。此外，由于汇率原因，俄国家福利基金到2024年底的预计资

金量将从11.19万亿卢布增加到11.51万亿卢布。

塔斯社报道称，上述预算调整是由于对俄2024年GDP总量和通

货膨胀情况的预测上调所致。据估计，2024年俄GDP预测将从此前

的179.956万亿卢布增至191.437万亿卢布，预测通胀率将从此前的

4.5%升至5.1%。

2023年11月27日，普京签署了俄罗斯2024年联邦预算，以及

2025年和2026年联邦预算计划法案。该法案此前先后在俄国家杜马

（议会下院）和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获得批准。根据该法案，

俄罗斯2024年联邦预算收入约为35.065万亿卢布，支出约为36.66

万亿卢布；预算赤字约为1.595万亿卢布，占GDP的0.9%。

网址链接：

h t t p s : / / w w w . c n f i n . c o m / h g -

lb/detail/20240713/4075205_1.html

（2024年7月13日 新华财经）

11.普京签署法律批准2024年联邦预算修改

https://www.cnfin.com/hg-lb/detail/20240713/4075205_1.html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周二表示，日本随时准备采取一切

可能的措施来应对汇率的过度波动，这让市场对日本政府可能再次

干预汇市以提振日元保持警惕。

林芳正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汇率稳定反映基本面非

常重要。过度波动是不可取的。”

他表示：“我们将密切关注汇率走势，并随时准备采取一切

可能的措施。”

当被问及日本政府上周是否连续两天干预汇市以提振日元时，

林芳正拒绝置评。最近，日本当局一直对是否干预了汇市暂时保密。

交易员怀疑，日本政府干预市场是为了提振已在38年低点徘

徊的日元，上周四在美国低于预期的通胀报告引发日元跳涨后，交

易员认为日本政府干预了汇市，而在上周五，当局再次干预汇市。

日本央行的数据显示，日本上周可能花费了高达3.57万亿日

元(225.1亿美元)干预汇市。市场将密切关注周二晚些时候公布的

货币市场数据，以判断日本政府上周五是否也采取了干预措施。

在上周四被怀疑干预汇市后，日元兑美元跳涨3%，至157.40。

但在本周二，日元汇率回吐大部分涨幅，目前徘徊在158.44附近，

重新逼近被视为日本当局干预汇市底线的160大关。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上周的疑似干预与5月1日的干预有相似

之处，当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鸽派言论令美元承压。

瑞穗证券首席外汇策略师Masafumi Yamamoto表示，在这两起

事件中，日本政府都可能在美元兑日元已经走弱时进行干预。

他表示：“这一次，干预是在美元/日元不一定大幅上涨的情

况下进行的。这表明当局更担心的是日元兑美元汇率低于160的水

平，而不是其下跌的速度。”

虽然日元疲软提振了出口商，但也成为了日本政策制定者担

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会通过推高燃料和食品进口成本，从而损害

消费。

网址链接：

https://www.zhitongcaijing.com/content/detail/1151450.

html

（2024年7月16日 智通财经）

12.日本再度就日元过度波动发出警告 称随时准备采取一
切可能措施

https://www.zhitongcaijing.com/content/detail/1151450.html


韩国企划财政部周四表示，政府计划到2029年以低于市场的

价格供应23.6万套住房，并促进城市地区旧房改造，以确保住房稳

定，遏制房价过快上涨。

韩国企划财政部部长崔相穆当天在一次房地产相关会议上表

示：“到2029年，政府将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在新建的新城市或其

他居住条件较好的地区提供23.6万套住宅。”

他说：“随着首都圈绿带限制的解除，政府还将追加提供建

设2万套以上住宅的用地。”

此外，政府还将出台促进住宅重建和城市再开发事业的对策，

包括将公共住宅的计划供应量从12万套增加到至少13万套，并对购

买非公寓住宅的人提供税收优惠。

崔相穆说：“房地产市场总体上没有过热，但首尔及周边地

区的房价正在上涨。政府认真对待目前的情况，并正在加强监测。”

“稳定楼市是一项关键政策任务，政府将尽一切努力稳定市

场，”他补充说。

网址链接：

https://usstock.jrj.com.cn/2024/07/18143441642820.sht

ml

（2024年7月18日 金融界）

13.韩国推出稳定楼市措施，将以低于市价供应23.6万套住
房

https://usstock.jrj.com.cn/2024/07/18143441642820.shtml


泰国总理周一表示，从8月起，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可以注

册领取数字货币，这是一项备受争议的计划，将耗资数十亿美元，

旨在提振落后的经济。

政府于4月宣布了一项广受批评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名为“数

字钱包”，旨在向5000万公民提供10000 泰铢（约 275 美元）的

数字货币，供他们在当地企业消费。

总理 Srettha Thavisin 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称，注册将于 

8 月 1 日开始，他已指示确保该计划顺利实施。

“数字钱包”是执政党 Srettha 的为泰党在去年大选前的一

项重要竞选承诺。政府称，该计划将引发“经济龙卷风”，

Srettha 表示，刺激措施和随后的消费预计将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 1.2 至 1.6 个百分点。

然而，经济学家批评该计划，称与其他措施相比，该计划对

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是一种无效的方式。

此外，其融资面临多重障碍，推迟了其计划实施。起初，政

府表示国家农业和农业合作银行将承担部分所需资金。然而，在金

融专家发出警告后，宣布该项目的资金将来自 2024 年和 2025 年

的财政预算。

财政部副部长 Julapan Amornvivat 周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该计划的预计成本从 5000 亿泰铢（138 亿美元）降至 4500 

亿泰铢（124 亿美元），因此预算资金得以实现。他声称，预计所

有 5000 万人仍将参与该计划，因为在之前的补助中，只有 90% 

的符合条件的人使用了这些补助。

Julapan 补充说，数字钱包委员会已同意排除数万名在过去

的计划中有欺诈记录的店主和现金接收者。

该计划也有一定的限制，例如排除某些尚未决定的商品，早

先的提案建议石油、服务和网上购物也应包括在内。 Julapan 表

示，商务部将在详细计划提交给内阁后，于下周宣布排除事项。

14.泰国将推出一项备受争议的 138 亿美元数字货币发放
计划



近年来，泰国经济低迷，没有明显的增长迹象。本月，世界

银行的《泰国经济监测报告》预测，2024 年泰国的 GDP 增长率为 

2.4%。

执政的为泰党最初建议向所有 16 岁以上的泰国人提供数字

钱包支付，但后来仅限于低收入泰国人，即年收入不超过 84 万泰

铢（约合 2.3 万美元）且金融机构存款总额不超过 50 万泰铢

（1.37 万美元）的人。

网址链接：

https://usstock.jrj.com.cn/2024/07/16081841586656.sht

ml

（2024年7月16日 金融界）

https://usstock.jrj.com.cn/2024/07/16081841586656.shtml


泰国国会议员周三开始讨论总理Srettha Thavisin提出的额

外1220亿泰铢(合34亿美元)的追加预算要求，以帮助为政府的旗舰

刺激计划提供资金。为截至9月30日的当前财政年度寻求的额外预

算将使Srettha政府能够开始实施一次性计划向几乎所有泰国成年

人发放10,000泰铢以刺激消费。

网址链接：

https://24h.jrj.com.cn/2024/07/17115741614166.shtml#r

ss

（2024年7月17日 金融界）

15.泰国议会将考虑追加34亿美元预算

https://24h.jrj.com.cn/2024/07/17115741614166.shtml#r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