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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报告预测2025年全球
经济增长将维持在2.8%

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024 年我国登记在册经营主体
1.89 亿户 发展质量稳中有升

中新网 1月 10 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0 日上午举行“中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系
列新闻发布会，介绍“营
造公平公正市场环境，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会上，市场监管总局副
局长束为表示，2024 年，
市场监管部门各项工作
取得新进展。

束为介绍，2024年，
经营主体发展质量稳中
有升，登记在册经营主
体 1.89 亿 户， 比 2023
年底增长 3.1%。前三季
度全国新办涉税个体工
商户 721.6 万户，同比
增长 17.4%。公平竞争
市场环境不断优化，公
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问
题同比下降 2.78 个百
分点，经营者集中简易

案件平均受理时间同比
减少 5.7 天，消费者权
益保护不断加强，在处
理投诉举报方面挽回消
费者经济损失 47.21 亿
元，同比增长 17.1%。
召回缺陷汽车 1123.7 万
辆，缺陷消费品 454.3
万件。质量发展水平再
上新台阶，全国制造业
质量竞争力指数提高到
85.6，新批准发布国家
标准 3154 项，同比增长
48%。获得国际认可的
矫正测量能力达到 1958
项，位居世界前列。食
品药品工业品特种设备
安全形势总体稳定，食
品安全评价性、抽检合
格率 99.2%，药品抽检
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
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中电动自行车充电器等
14 种产品不合格率下降

超过 10 个百分点。
束为指出，一年来，

围绕经济发展大局，统
筹效率公平，活力和秩
序，发展和安全，重点
开展了五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促进经营主
体健康发展方面。推动注
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
有序实施。及时出台实施
增量政策，创新开展质量
融资增信，分型分类精准
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加
大涉企收费、知识产权、
商业秘密等领域的监管
执法力度，切实保障经营
主体合法权益，让经营主
体发展更安心。

二是在提高公平竞
争政策实施效能方面。
不断夯实公平竞争法治
基础，部署开展地方保
护、市场分割突出问题
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民

生领域“反垄断执法专
项”行动和“价监竞争
守护”行动。持续提升
经营者集中监管质效，
推动优化平台经济领域
竞争生态，督促各大电
商平台整改“仅退款”
和平台补贴、价格收费
等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让竞争环境更健康。

三是在强化质量支
撑和标准引领方面。围
绕改造传统产业、培育
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
业，大力推进质量强企
强链强县建设，以标准
提升牵引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以标准
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发挥标准稳链提档
作用。健全完善质量政
策措施，加大认证行业
整治力度，深化检验检
测机构资质认定改革，

让产业链发展更强健。
四是在加大消费者

权益保护力度方面。深入
开展民生领域案件查办
“铁拳”行动，整治加油
机作弊、电子计价秤乱象，
推动出台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实施条例，填补规制直
播带货、预付式消费、大
数据杀熟、职业索赔等问
题的法律空白；开展“守
护消费”专项执法，提高
消费维权效能，全系统投
诉调解成功率逐年提升至
54%，让消费者维权更省
心。

五是在防范化解“三
品一特”重大安全风险
方面，突出抓好食品安
全风险防控处置，发布
95 项《食品安全风险管
控清单》；深化开展药
品安全巩固提升行动；
加强工业产品质量安全

源头治理；部署开展电
梯、锅炉、化工企业特
种设备、大型游乐设施
等隐患排查整治，保障
生活生产更安全。

束为强调，今年是
“十四五”规划收官之
年，市场监管总局将持
续深化重点领域公平竞
争治理，加快推进全国
统一大市场建设。依法
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
益，改善消费环境。以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
力发展，提升质量基础
设施稳链强链效能。整
治损害市场秩序突出问
题，更大力度解决经营
主体关切诉求。强化“三
品一特”全链条监管，
切实提高应急处置水平。
提升法治监管、信用监
管、智慧监管水平，着
力提升监管服务效能。

人民银行最新动作
再次提振人民币。1月 9
日，人民银行发布消息
称，为丰富香港高信用等
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
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
根据人民银行与香港金
融管理局签署的《关于使
用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
统发行中国人民银行票
据的合作备忘录》，2025
年 1 月 15 日 ( 周三 ) 人
民银行将通过香港金融
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
算系统(CMU)债券投标平
台，招标发行 2025 年第
一期中央银行票据。

第一期中央银行票
据期限6个月(182天)，
为固定利率附息债券，到
期还本付息，发行量为人
民币600亿元，起息日为
2025 年 1月 17 日，到期
日为 2025年 7月 18日，
到期日遇节假日顺延。

另外，第一期中央银
行票据面值为人民币100
元，采用荷兰式招标方式
发行，招标标的为利率。

防范人民币贬值预期

央行票据是人民银
行在市场上发行的一种
短期债务工具，具有回笼
资金也就是收紧市场流
动性的效果。北京商报记
者了解到，一般来说，在
香港离岸市场发行人民
币央行票据，也就是“离
岸央票”，除了调节离岸
市场人民币流动性外，还
能够丰富离岸市场高信

用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
完善香港人民币债券收
益率曲线，以及推动人民
币国际化。

从稳汇市的角度看，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
师王青分析，此次人民银
行在香港市场较大规模
发行央行票据，会在一定
程度上收紧离岸人民币
流动性，释放稳汇率的清
晰信号，进而遏制近期离
岸人民币的“领贬”势
头，防范短期内人民币贬
值预期过度聚集。

事实上，通过发行
央票等方式调控离岸市
场人民币流动性，已成为
监管层常态化的汇市调
控政策工具。而这也与人
民银行近期再度强调的
“三个坚决”，即“坚决
对扰乱市场秩序行为进
行处置，坚决防止形成单
边一致性预期并自我实
现，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
险”一并，传达了更加明
确有力的稳汇率信号。

“离岸央票作为政
策工具箱的一种，发行不
同期限的离岸央票既能够
完善香港市场的人民币债
券收益率曲线，又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回收离岸人民
币流动性、稳定汇率市场
预期。”中信证券首席经
济学家明明同样称。

汇率走势方面，北
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近期
人民币波动幅度有所加
大，其中，1月 3日在岸
人民币跌破 7.3，引发市
场关注。业内认为，总体

上看，在近期国内经济基
本面较为稳定的背景下，
美元指数波动成为牵动
人民币汇率走势的主要
因素。

不过，1 月 9 日 600
亿元央行票据发行消息
公布后，离岸人民币呈
升值走势，截至当日 14
时 51 分，离岸人民币最
新报 7.3503，日内升值
0.05%；另外在岸人民币
对美元汇率为7.3316。

还有哪些政策工具
储备

近期受外部因素扰
动，人民币偏弱运行，汇
率弹性有所增强。

展望 2025 年，明明
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美元
指数或维持高中枢、潜在
的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等
外部扰动或是人民币汇
率最大的风险因素。但其
中或也存在预期差，例如
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幅
度和节奏或不及预期、中
美积极展开经贸磋商以
有效缓和市场情绪等，或
阶段性支撑人民币汇率
表现。此外，今年基本面
因素仍有望托底人民币
汇率，一是考虑到国际收
支总体稳定，我国贸易结
构和区域不断优化，对汇
率形成支持。二是国内政
策更加积极，财政政策加
大力度，货币政策适度宽
松共同助力基本面修复
回升，进而对人民币汇率
形成一定支撑。

明明认为，人民银
行当前仍有丰富的政策
工具储备以应对人民币
汇率大幅波动，政策工具
箱包括稳定中间价报价、
增发离岸央票、稳定远期
汇率以吸引外资持债等。

王青则判断，着眼
于有效应对外部经贸环
境变化，2025 年人民币
汇率弹性趋于加大，贬
值容忍度也会有所提高，
但会继续围绕合理均衡
水平双向波动。就短期而
言，考虑到美元还有可能
强势运行一段时间，人民
币在跌破7.3后或还有一
定下行空间，但汇市风险
不大。

“如果未来出现人
民币汇率背离基本面的
急涨急跌情况，监管层
稳汇市工具会及时出手。
除了强化在岸市场人民
币中间价调控，适度调节
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
之外，还可择机动用下调
境内企业境外放款的宏
观审慎调节系数(控制资
本外流 )、下调外汇存款
准备金率(在境内释放更
多美元流动性 )、下调境
内美元存款利率(抑制境
内购汇需求 )、上调远期
售汇风险准备金率(抑制
境内购汇需求 )、上调跨
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
(便于境内企业增加跨境
融资额度)等政策工具。”
王青称，历史表明，这些
政策工具能够起到有效
引导市场预期、防范汇率
超调风险的作用。

央行票据发行在即 离岸人民币应声上涨

当地时间 1月 9日，

联 合 国 发 布《2025 年

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

(WESP) 报 告。 报 告 预

测，2025 年全球经济增

长率将维持在 2.8%，与

2024 年持平。尽管全

球经济展现出较强的韧

性，经受住了一系列相

互叠加的冲击，但增长

水平仍低于疫情前 3.2%

的平均水平，主要受到

投资疲软、生产率增长

乏力以及高债务水平的

制约。

报告指出，通胀下

降以及许多经济体持续

的货币宽松政策可能在

2025 年为全球经济活动

带来温和提振。然而，

不确定性仍然笼罩，包

括地缘政治冲突、贸易

紧张局势加剧以及许多

地区居高不下的借贷成

本，这些挑战对低收入

国家和脆弱国家尤为严

峻，其增长表现低迷且

脆弱，威胁到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 (SDGs) 的

进展。

“各国不能忽视这

些风险。在我们相互关

联的经济体系中，一方

的冲击可能推高另一方

的价格。每个国家都受

到影响，必须成为解决

方案的一部分，基于已

有的进展，共同努力。”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在报告前言中表示，“我

们已经制定了路径，现

在是兑现承诺的时候

了。让我们共同努力，

使 2025 年成为全球迈

向繁荣与可持续未来的

关键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