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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经济参

考报》1月 2日刊发记者汪子旭、萧永航

采写的文章《开年经济扫描｜资金项目

安排早 投资开年“带头跑”》。文章称，

从长江沿线铁路到新能源配套储能，再

到新建本科大学，元旦前后，一批交

通、能源、民生等领域重大工程项目开

工建设、加快推进，为持续扩大有效投

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024年 12月 31日，四川省新建本

科大学——广安理工学院项目建设全

面完成底板施工。目前，该项目 19栋
建筑均已完成地基基础工程并进入主

体施工阶段，整体进度实现预期目标

并适度超前。

广安理工学院项目是四川省 2025
年 810 个省重点项目和纳入国家“十

四五”规划的 102 项重大工程项目之

一。该学院是广安市首个省属公办全

日制本科高校。“我们要在 320天有效

工期内完成全过程建设任务。”中建三

局广安理工学院项目负责人介绍，为

确保各节点如期达成，项目团队紧盯

关键线路与节点，发挥全产业供应链

优势，稳步推进建设任务。

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

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

需求”放在 2025年九大任务之首，强调

“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与

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内需不足，

消费率较低，这些是差距也是潜力，全

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政策发力的重要方向。”中央财办

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近日撰

文表示。

重大项目投资额度大、关联度高、

产业链条长，是扩大有效投资、全方位

扩内需的关键举措。2024 年前 11 个

月，计划总投资亿元及以上项目投资

同比增长 6.8％，增速比全部投资高 3.5
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3.7个百

分点。元旦前后，各地加快推动重大

项目开工、建设，推动尽快形成更多实

物工作量。

2024年 12月 31日，沪渝蓉沿江高

铁宜昌至涪陵段（下称“沿江高铁宜涪

段”）开工。沿江高铁宜涪段在涪陵北

站与在建的重庆至万州高铁连接，并

通过联络线与郑州至重庆高铁互联互

通，路网地位十分重要。项目建成后，

将形成川渝地区与华中地区的时速

350公里高速铁路新通道，极大便利沿

线人民群众出行，完善长江经济带综

合立体交通走廊。

近日，国内最大的电化学储能项目

——陇东至山东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

套新能源储能项目在庆阳市环县开

工。陇东至山东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和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确定实施

的重大工程之一。该配套新能源储能

项目计划 2025上半年与陇东至山东特

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同步建成投产，建成

后年消纳新能源电量约8.4亿千瓦时，最

大可满足48万户居民一天的用电需求。

项目建设加快脚步，资金保障也

“赶前抓早”，为全年投资下好“先手

棋”。记者了解到，2025年“两重”建设

项目清单已提前下达，将安排 1159 亿
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 121 个项目建

设。此外，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

署，2025 年还将进一步加大中央预算

内投资力度，着力支持一批基础性、公

益性、长远性的重大项目，适当提高中

央预算内投资对地方项目的支持比

例，发挥对社会资本的引导带动作用，

切实扩大有效益的投资。

“政策面要求全方位扩大内需、提

高投资收益，预计 2025 年固定资产投

资增速将稳中有升，较 2024 年小幅加

快，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也会有

所增强。”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

青说。

“2025 年，要继续支持重要基建，

向新型城镇化、新基建等领域倾斜，

惠长远增后劲。”在中诚信国际研究

院执行院长袁海霞看来，我国广义基

建仍有较大空间，经济转型发展中的

重点领域仍需加大支持。同时，传统

基建领域存在的区域发展不均衡、城

市更新建设不充分的情况，例如地下

管廊等，需加力补短板。此外，还需

继续支持“十四五”规划目标、“两重”

等重要领域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提供重要保障。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中国证

券报》2 日刊发文章《落实增量政策

改善市场预期 2025 年资本市场改革

将全面深化》。文章称，2024 年 12 月

31 日，央行、证监会分别就开展第二

次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操

作进行表态，释放出维护资本市场稳

定的新信号。

证监会日前召开的党委（扩大）

会议明确，加快落实增量政策，持续

用好稳市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和改善

市场预期管理，着力稳资金、稳杠杆、

稳预期，切实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业内人士预期，着力“三

稳”，2025年资本市场改革将进

一步全面深化，包括投融资综

合改革、提升监管效能等在内

的一系列改革有望加快推进。

促进“长钱长投”

资金是资本市场的“活水”，

稳定与否关系到市场的活跃度，

其中，吸引多元资金是关键。

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

要进一步提升中长期资金入市

比例，促进“长钱长投”。粤开

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

长罗志恒表示，中长期资金入

市进度加快，不仅为市场带来

更多“活水”，还能减少市场波

动、稳定市场运行。可进一步

优化长期资金投资监管模式，

优化保险资金偿债能力约束指

标，扩大养老金投资范围。

另一方面，用好两项结构

性货币政策工具。央行 2024
年 12月 31日发布公告称，将于

近期开展第二次证券、基金、保险公

司互换便利操作，互换期限 1年，可视

情展期。据了解，此次操作还将新增

多家证券、基金公司及 5 家头部保险

机构，操作量将不少于 500亿元。

“2025 年，可继续推进互换便利

等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速落

实。”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

田利辉说，可考虑允许符合条件的机

构以债券、股票 ETF 等作为抵押品换

取高质量流动性资产，从而提升资本

市场的流动性和稳定性。还可考虑

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结构性货币政策

工具，使其更加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

需要，比如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

再贷款的支持范围、简化申请流程、

降低准入门槛等。

此外，应继续推进扩大开放，吸

引境外投资者。清华大学国家金融

研究院院长田轩建议，进一步优化外

资准入制度，简化跨境投资审批流

程，完善外资服务政策，尽量减少非

必要行政干预，降低外资机构运营成

本，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提高交易效

率。推进互联互通机制持续扩容，增

加更多符合条件的股票、债券等金融

产品，推动金融期货、期权等衍生品

市场开放，持续吸引跨境资本投资。

提升监管效能

提升监管效能是确保资本市场

稳定运行的制度保障。

业内人士建议，应进一步健全法

规制度，强化执法震慑，严厉打击欺

诈发行、财务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

净化市场生态。加强对大股东减持

的监管，防止大股东利用减持进行非

法违规套利等行为。

“对于欺诈发行、财务造假等严重

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违法行为，不应‘一

罚了之’，而是要用好用足现有监管

工具箱，强化立体化追责，让造假者

承担应有的违法代价。”深圳大学法

学院副教授吕成龙说。

此外，应加大对证券违法犯罪行

为的全方位立体化追责力度，支持更

多投资者拿起法律武器，追究违法违

规者的相关责任。只有让法律和制

度真正长出“牙齿”，才能让违法违规

者“望而生畏”，也才能让投资者更加

安心，更有信心。

最高法民二庭副庭长周伦军透

露，下一步，最高法将继续围绕资本

市场司法规则体系的完善、相关案件

的审理做好工作，深入研究内幕交易

和操纵市场行为的民事追责问题，适

时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深化投融资综合改革

改革是资本市场发展的根本动

力。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

既切中当前妨碍资本市场稳定发展

的核心痛点，也是下一步推进系统性

改革、破解深层次矛盾、稳住股市的

重要发力点。

业内人士预计，有关部门将在加

快落实中长期资金入市指导意见、引

入更多增量资金的同时，进一步完善

一二级市场协调发展机制，使市场融

资规模和节奏更加科学合理。

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燕翔认

为，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要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资本市场定

价机制和退出机制，发展壮大耐心资

本、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进一步加

大分红回购力度提高投资者回报，构

建全方位、立体化市场监管体系。

此外，多措并举推动上市公司提高

发展质量，从做大做强主业、有序开展

并购重组、积极分红回购、加强市值管

理等方面不断提升上市公司投资价值，

让投资者真正可以“做时间的朋友”。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学术顾问委

员会委员程凤朝表示，应通过有效政

策传导机制、制度优化和市场透明度

提升，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促使资

金流入和杠杆作用达到动态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