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好政策激活汽车消费潜力
业内专家表示：将促进未来汽车市场消费升级，实现稳增长 A股温和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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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国务
院常务会议日前再次出台多项促
汽车消费利好举措，这已经是在近
半个月时间内，中央层面第五次出
台措施推进汽车消费。业内专家
表示，激励政策的不断落地，将促
进未来汽车市场消费升级，实现稳
增长。

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将新能源
汽车购置补贴和免征购置税政策延
长2年；中央财政采取以奖代补，支
持京津冀等重点地区淘汰国三及以
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对二手车经
销企业销售旧车，从2020年5月1
日至2023年底减按销售额0.5%征
收增值税。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
书长崔东树表示，这些政策将有力
促进未来汽车市场消费的可持续发
展以及消费升级，尤其是推动新能
源车消费市场可持续发展，实现稳
增长。

为提振市场，近期促进汽车
消费政策频频出台。3月 13日，
发改委、公安部、财政部等 23 个
部门联合发文，要求促进汽车限

购向引导使用政策转变，鼓励汽车
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限额。
23日，商务部、发改委发文，明确提
出要积极推动优化汽车限购措施，
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26日，商务
部再一次明确将出台促进新能源汽
车消费、开展汽车以旧换新等措
施。30日，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透
露，将对新能源汽车以及相关政策

做出调整。
与此同时，浙江、湖南、广东、江

苏等地也不断推出购置新车补贴、
发放购车补贴、松绑汽车限购等促
销费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放宽限购政策、
增加限购指标，成为汽车限购城市
此轮刺激车市的主要措施之一。在
全国最初实施限购政策的八城一省

中，已经有上海、广州、深圳、杭州、
贵阳和海南省部分或全部放宽了汽
车限购政策。

业内专家表示，限购的城市虽
然数量不多，但都是汽车消费的大
市场。随着越来越多城市限购的放
宽，预计汽车限购政策的全面放宽
有望实现，这将为未来的汽车消费
带来很大的推动作用。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财政
部日前发布通知，提出多项举措充
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作用，积极
支持为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融资
增信，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流向相关
领域，帮助企业复工复产、渡过难
关。

对此，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副主任曾刚指出，政府性融资担保
体系在促进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
融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覆盖
面广，体系完善。通知系统地对现
有融资担保体系支持小微、“三农”
增信方面做出具体安排，明确通过
奖补政策等方式支持地方融资担保
体系发展，同时发挥国家融资担保
基金的作用。

财政部要求，政府控股的融资
担保、再担保机构要积极为小微企
业和“三农”主体融资增信，努力扩
大业务规模，提升服务效率，及时履
行代偿责任，依法核销代偿损失，协
调金融机构尽快放贷，不抽贷、不压
贷、不断贷，着力缓解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同时，相关机构不得偏

离主业，盲目扩大经营范围，不得向非
融资担保机构进行股权投资，不得新
开展政府融资平台融资担保业务。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
员孟光辉表示，通知明确了当前国有
融资担保机构的主要方向是保障借款
人资金的连续性和流动性，同时再次
强调国有融资担保机构要避免偏离担
保主业、背离“支小”“支农”的宗旨。

通知指出，推动国家融资担保基
金加快开展股权投资，力争2020年
投资10家支小支农成效明显的地市
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推动国家
融资担保基金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
展批量担保贷款合作，力争实现
2020 年新增再担保业务规模 4000
亿元目标。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对合
作机构单户100万元及以下担保业
务免收再担保费，2020年全年对单
户100万元以上担保业务减半收取
再担保费。

通知还明确，地方各级政府性融
资担保、再担保机构2020年全年对小
微企业减半收取融资担保、再担保费，
力争将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担保费率降

至1%以下。进一步提高支小支农
业务占比，确保今年新增小微企业
和“三农”融资担保金额和户数占比
不低于80%，其中新增单户500万
元以下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担保
金额占比不低于50%。

“许多小微企业从银行借不到
钱，一方面是缺少抵押物及质押物，
另一方面因小微企业本身信用风险
较高。一般金融机构出于审慎标
准，因其风险太高，不敢给其贷款。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政府性担保机
构将这部分超额风险共同分担掉，
缓解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贷款难
问题，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流向相关
领域。”曾刚说。

曾刚认为，总体来说，通过财政
加大力度，支持已经建立起来的政
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使其在帮助小
微企业获得融资过程中发挥更加重
要的作用，能够有效引导更多的银
行资金对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提
供支持。

此外，通知还明确，今年中央财
政继续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

奖补政策，对扩大小微企业融资担
保业务规模、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担
保费率等成效明显的地方予以奖
补激励。符合条件的担保、再担保
机构可按规定享受担保赔偿准备
和未到期责任准备在企业所得税
税前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

孟光辉表示，担保行业具有高
风险特征，本次通知明确强调要加
大代偿补偿力度，并利用奖补、税
收优惠等措施，切实支持担保机构
的发展。

“通知进一步明确了财政资金
在融资担保领域利用的方式和行
为界限，为国有融资担保机构的长
远发展提供了可操作方向，解决了
大量地方融资担保机构的困惑。”
孟光辉说。

此外，也有市场从业人士指
出，通知要求相关机构“不抽贷、不
压贷、不断贷”，因此以支小支农为
己任的国有融资担保机构未来或
许会面对一定风险，但这部分风险
是经济恢复的部分代价，相关部门
应当做好化解风险的准备。

政府性融资担保多点发力
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服务小微和“三农”

4 月1 日，在黄山市一家茶行，
网络主播用在线直播的方式进行
产品推介和销售。

黄山市徽州区是中国名茶黄

山毛峰的原产地和核心产区，为
发挥网络云平台对茶产业的助推
作用，当地举办第十二届“黄山毛
峰文化节”，并融入电商直播元素，

邀请多名网络主播在茶园、茶行中
开启直播，传播茶文化，进行营销
推介。

新华社发

安徽黄山：电商直播助力茶产业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商务部
消费促进司副司长王斌2日说，要促
进新车销售，推动有关地方放宽或取
消限购措施，不断完善用车环境，加
快修订《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繁荣
二手车市场，尽快出台报废机动车回
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促进老旧汽车
报废更新，持续释放汽车消费潜力。

王斌当日在商务部举行的网上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汽车是国民
经济重要支柱产业。2019年，限额
以上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比重达9.6%。汽车及
相关产业的税收、就业均占全国的
1/10左右，1个汽车产业岗位至少
可带动相关产业7个就业岗位。

在扩大消费方面，王斌还介
绍，要支持引导各地制定奖补政

策，促进绿色节能家电、家具等产
品消费。办好第三届进口博览会，
扩大进口优化国内市场供应。此
外，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和企业，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正公开
前提下，面向特定群体、特定商品、
特定领域，推出各类消费券、购物
券、优惠券，促进人气回升和消费
回补。

商务部：

推动有关地方放宽或取消汽车限购措施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中国
银联2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9年
移动支付使用频次持续上升，受访
者日均使用逾3次；公众安全意识
有所提升，发生损失的人群占比下
降。

中国银联发布的2019年移动
支付安全大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
受访者平均每天使用移动支付3.25
次，超过20%的受访者每日使用逾
5次；受访者平均每月移动支付支
出超2900元，较上年增长11%。

中国银联风险安全专家分析
称，2019年移动支付使用持续活
跃，平均使用频次与消费金额双增
长。从人群看，自主创业者、私营
业主、个体户、网店店主等小微业
主使用频次明显较高。从场景看，
移动支付在公交、地铁、停车场、加
油站等场景获得进一步渗透，交通
出行成为2019年移动支付最活跃
的场景。

报告显示，65%的受访者表示
密码验证是常用的验证方式，而排
在第二位的是生物识别。受访者
普遍认为，生物识别验证、转账账
户信息核验等措施使支付安全更
有保障。

专家表示，随着金融知识普及
与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深
入推进，2019年受访者风险防范意
识较上年有所提升，损失化解渠道
更为多元。主动向银行挂失、报警
已成为主要挽回损失的方式，同时
保险赔偿也成为弥补欺诈损失的
重要来源。

报告显示，2019年51%的受访
者曾经遇到过网络诈骗，较上年下
降了16个百分点；发生损失的人群
占比为23%，较上年下降26个百分
点。

据介绍，此次调查由中国银联
与17家全国性商业银行、18家支
付机构联合开展，筛选有效问卷约
6.2万份，约七成受访者集中在25
岁至45岁。

中国银联报告：

去年移动支付
使用频次持续上升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中国
银保监会2日对外发布文件，对长
期医疗保险产品费率调整有关问题
进行具体规定。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长
期医疗保险产品费率调整有关问题
的通知》明确了费率可调的长期医
疗保险产品范围。考虑到科学性和
可操作性，目前仅限于采用自然费
率定价的长期医疗保险，包括保险
期间超过一年，或者保险期间虽不
超过一年但含有保证续保条款的医
疗保险产品。

通知明确了费率调整的基本

要求。保险公司应当制定费率调
整办法，明确费率调整的触发条
件、内部决策机制和工作流程。
首次费率调整时间不早于产品上
市销售之日起满 3 年，每次费率
调整间隔不得短于1年。保险公
司不得因单个被保险人身体状况
的差异实行差别化费率调整政
策。

通知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在公
司网站披露费率调整办法和相关产
品信息，并对费率调整情况进行公
示。对于每一次费率调整，保险公
司应当以投保单中约定的方式通知

投保人。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通知通过细化费率调整的相关
规定，解决了困扰医疗保险发展的
制度障碍，明确传达了鼓励发展长
期医疗保险的积极信号，将有利于
促进长期医疗险的健康发展，更好
地保障消费者权益。

近年来，我国健康保险快速发
展，医疗保险作为健康保险的主要
险种之一，受到市场广泛关注。数
据显示，2019年医疗保险原保险保
费收入2442亿元，同比增长32%，
占健康险总保费的34.6%。

银保监会发布文件

出台长期医疗保险产品费率调整规定

新华社上海4月2日电 告别
前一交易日的全线调整，2日A股
温和反弹。深市三大股指涨幅均
超过2%，深证成指收复万点整数
位。

当日上证综指以2720.23点小
幅低开，下探2719.90点后开始震
荡回升，午后上行速度有所加快。
尾盘沪指以全天最高点2780.64点
报收，较前一交易日涨46.12点，涨
幅为1.69%。深市表现相对更强。
深证成指收复万点整数位，报
10179.20点，涨227.36点，涨幅为
2.28%。创业板指数涨2.80%，收
盘报1916.95点。中小板指数收报
6683.15点，涨幅为2.78%。

伴随股指上行，沪深两市个股
普涨，仅400多只交易品种收跌。
不计算ST个股，两市近百只个股
涨停。

绝大多数科创板个股收涨。乐
鑫科技、安集科技等个股涨幅超过
10%。当日仅有博瑞医药、东方生
物收跌，跌幅均为约1%。大部分
行业板块随股指收涨。通信设备、
元器件、软件服务、石油燃气、IT设
备板块涨幅超过4%。农业板块继
续表现疲弱，跌幅接近2%。

在前一交易日基础上，沪深两
市继续稳步放量，分别成交2331亿
元和3646亿元，总量接近6000亿
元。

新华社上海4月2日电 今年
以来异常火爆的基金发行市场，近
期呈现降温减速迹象。与此同时，
不断提速的“新基建”成为基金投资
的新热点，也给暂时遇冷的科技主
题投资提供了新的视角。

3月27日广发基金发布公告，
将广发中证800ETF结束募集日期
由原定的 3月 27日推迟至 4月 3
日。次日，民生加银科技创新3年
封闭基金也将原定3月31日的场
外认购募集截止日期延长至6月16
日。

据统计，3月以来宣布延长募
集期的新基金已经超过10只。这
与2月基金发行“日光频现”、单只
基金认购申请规模创下历史纪录的
火热场面形成鲜明对比。

在基金发行整体降温减速的同
时，不断提速的“新基建”成为基金
市场的新热点。近期华安、博时、招
商、南方、华夏等基金公司均申报了
相关ETF基金，分别跟踪中证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50、中证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主题等指数。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
德龙评价认为，不同于传统的“铁公
基”，推动5G、人工智能、新能源汽

车等七大领域的“新基建”，一方面
可以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另一方面
可以促进经济的转型和升级。

在业界看来，“新基建”也给暂
时遇冷的科技主题投资提供了新的
观察视角。

嘉实基金成长投资策略组投资
总监归凯分析认为，一方面，近两年
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令中国“自主可
控替代进口”的需求显著增加，带动
了对科技领域下游需求的增加。另
一方面，“新基建”展开了新一轮科
技周期，科技板块基本面相对好于
其它板块，中期维度看景气向上的
趋势较为明确。

归凯以“新基建”重点领域之一
5G为例分析说，5G本身投资体量
达到万亿元级别，而增强现实
（AR）、虚拟现实（VR）、无人驾驶、
电动车、物联网平台等技术都依赖
于5G基础设施建设。5G建设带来
的主设备商、终端换机周期以及下
游应用，包括云游戏、智能驾驶仓、
VR/AR等投资机会值得看好。

近期正在或即将发行的众多新
基金中，科技主题仍占有相当比例，
显示“新基建”为科技板块带来中长
期机会正成为投资机构的共识。

基金发行降温减速

“新基建”提供新视角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4月2日
发布关于参与境外虚拟货币交易平
台投机炒作的风险提示，提醒任何

机构和个人都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
和监管规定，不参与虚拟货币交易
活动及相关投机行为。 新华社发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

不参与虚拟货币交易活动

4 月 2 日，哈电锅炉厂工人在
车间作业。

今年一季度，哈电集团哈尔滨
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加大转型力
度，在工业锅炉、石化容器、垃圾锅

炉、生物质锅炉、环保领域等方面
开拓市场，新签合同 10.1 亿元，其
中环保产业 4.2 亿元，实现首季开
门红。

新华社发

哈电锅炉厂实现首季度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