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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

从宣布启动操作到首个操作落地，
不过几天时间。我国首个支持资本市场
的货币政策工具——证券、基金、保险
公司互换便利（SFISF），已经迈出了重
要的第一步。

10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
称，开展了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
利首次操作，本次操作金额500亿元。
公告同时介绍了20家机构参与投标的
情况，以及费率招标结果。

互换便利是一个什么工具？为何引
起市场普遍关注？

中国人民银行10月10日发布公告
称，决定创设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
便利，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基金、保险
公司以债券、股票ETF、沪深300成份股
等资产为抵押，从中国人民银行换入国
债、央行票据等高等级流动性资产。10
月18日宣布正式启动证券、基金、保险
公司互换便利操作。

这意味着，通过互换便利操作，证

券、基金、保险公司可以将手里流动性
较差的资产替换为国债、央票，便于在
市场上回购或卖出融资，这相当于直接
从中国人民银行获得了流动性支持。

这个互换便利的“便利”不止于此。
根据安排，互换期限为 1年，可根

据需要申请展期；首期操作额度5000
亿元，分次操作，视情可进一步扩大规
模；根据质押品风险特征分档设置折算
率，且较市场水平更加优惠……

这些灵活的操作安排，令不少证
券、基金、保险公司“心动”。中国人民银
行一宣布启动操作，就有20家机构踊
跃参与。

为保障首次操作顺利开展，10月18
日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海清算所注册了
首只互换便利央票并上市流通。10月21
日，中金公司达成了互换便利下的首笔
质押式回购交易，质押券为2024年第
一期互换便利央行票据。

“互换便利央票可在银行间市场交

易流通，充分利用现有的金融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机制，支持机构跨市场开
展相关业务。”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主任曾刚表示，互换便利不是央行直接
向市场给钱，而是通过新工具盘活资
产，统筹安排股市、债市等不同市场间
的流动性。

正因如此，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互
换便利是“央行重要的工具创新”。过
去，央行主要承担银行的“最后贷款人”
职责，往往在银行出现挤兑时提供流动
性支持。但随着金融市场发展、居民资
产配置多元化，必要时也需要央行进一
步向资本市场提供流动性。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
表示，互换便利有利于改善非银机构总
体的流动性环境，未来中国人民银行还
将在实践基础上继续完善工具，统筹不
同市场的流动性分布，共同增强资本市
场内在稳定性。

记者了解到，在首次操作中，中国

人民银行还根据机构需求换出了国债，
目前相关操作还在进行中。此前，中国
人民银行与相关部门协调推进了央行
所持国债的跨市场转托管事宜，确保后
续操作顺利进行。

互换便利首期规模是5000亿元，
首次500亿元操作只是迈出的一小步。

“预计中国人民银行还会根据市场
走势、机构需求等情况，择机开展操作，
并合理确定每次操作量。”温彬说，当一
次次操作累计金额达到5000亿元限额
后，中国人民银行还将视情进一步扩大
操作规模，持续为资本市场带来“活水”。

正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9
月2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所言：

“只要这个事儿做得好，第一期5000亿
元，还可以再来5000亿元，甚至可以搞
第三个5000亿元，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是开放的。”

新华社记者 吴雨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互换操作便利迈出第一步
首次操作 500 亿元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2 日电 （记

者 王聿昊 周圆）应急管理部新
闻发言人申展利 22 日介绍，今年
前三季度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总体
稳定向好，事故总量持续下降，
重特大事故大幅下降。

申展利在当日举行的应急管理
部新闻发布会上说，前三季度全国
共 发 生 各 类 生 产 安 全 事 故 14402
起、死亡 13412 人，同比分别下降
24.5%、18.4%，全国32个省级统计
单位中 30 个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
同比“双下降”。前三季度全国发
生重特大事故6起、死亡110人，同
比分别下降53.8%和54.5%。

自然灾害形势方面，前三季度
全国自然灾害呈现灾害时空分布差

异明显，降雨极端性强，洪涝和地
质灾害突发多发，台风生成时间偏
晚，秋台风严重影响华南华东地区
等特点。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
8402.7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因灾死
亡失踪836人，紧急转移安置334.7
万人次，倒塌房屋5万间，农作物受
灾面积9048.2千公顷。

申展利表示，四季度历来是生
产经营旺季，也是生产安全事故易
发多发期，必须以“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全力抓好安全防范工
作。当前，全国各地进入秋冬森林
草原防火季，一些地区风雹、洪涝
和地质灾害等存在较高风险，必须
毫不松懈抓好防灾减灾工作，切实
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前三季度全国安全生产形势
总体稳定向好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记者
高敬 胡旭）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
与化学品司司长郭伊均22日表示，
将继续强化废动力电池和废光伏组
件及风机叶片拆解处理的环境监
管，根据“新三样”固废循环利用
技术研发进展，适时修订完善相关
污染控制技术标准，严控环境风
险，促进资源回收利用和产业绿色
低碳发展。

在生态环境部当天举行的新
闻 发布会上，郭伊均介绍，近年
来，我国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早
期投入使用的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和
太阳能光伏板、风力发电机等清洁
能源发电装备将陆续退役，不断增
加的废动力电池、废光伏组件及风
机叶片等“新三样”固废问题日
益突出。

据介绍，针对废动力电池环境
监管，生态环境部先后组织制定了
废电池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和废锂离
子动力蓄电池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
范，为加强废动力电池污染防治提
供了技术遵循。

我国目前尚未制定废光伏组件
及风机叶片等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郭伊均表示，一方面正在组织加快
制定相应的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另
一方面已通知各地结合实际，严格
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环保监
管标准加强这些退役设施的环境
监管，督促业主单位严格履行污染
防治主体责任，严防失管失控的情
况发生。

同时，生态环境部积极支持江
苏、河北、青海等地在“无废城
市”建设过程中结合自身实际，积
极探索制定废光伏组件及风机叶片
污染控制的地方标准，促进废光伏
组件及风机叶片综合利用或妥善处
置，防止造成环境污染。

此外，生态环境部已印发《规
范废弃设备及消费品回收利用处理
环境监管工作方案》，明确在全国范
围内集中开展包括废动力电池和
废光伏组件及风机叶片等六类废
弃设备及消费品的环境污染专项
整治，严厉打击非法拆解造成环境
污染行为。

我国持续强化“新三样”
固废问题的环境监管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2 日电（记者
董雪） 外交部发言人林剑 22 日表
示，中方将进一步优化完善免签等
政策措施，积极提升外国人来华在
华便利度。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近期法国欧洲新闻电视台、美
国《旅行和旅游世界》、新加坡《联
合早报》等媒体评论称，近年来中
国采取一系列免签政策，实行数
字支付协助服务、健全双语设施
和快捷交通系统等便利措施，极
大方便了外国游客的中国行，外国
游客也纷纷涌向中国。发言人对此
有何评论？

林剑表示，很高兴看到“中国
游”持续火爆。中国主管部门最新
统计，今年三季度，中国各口岸入

境外国人达818.6万人次，同比上升
48.8%。其中，通过免签入境 488.5
万人次，同比上升78.6%。有外媒统
计，目前欧洲到中国的旅游预订量
已经高于2019年的水平。

他表示，外国游客来华热情高
涨，沉浸式体验不断升级，离不开
中国扩大免签国家范围等一系列便
利来华人员措施的实施落地。现
在，外国游客入境候检查验时间进
一步缩短，在华旅游生活工作的舒
适度不断提升。

“最近中国北方天气渐凉，但我
们欢迎外国游客来华的热情不减。
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完善免签等政策
措施，积极提升外国人来华在华便
利度。中国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
等你来！”林剑说。

外交部：积极提升
外国人来华在华便利度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2 日电（记者
胡佳丽）记者22日从赛事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首届国际冰联亚洲女子
冰球锦标赛 （以下简称“女冰亚锦
赛”） 将于10月 31日至 11月 3日在
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冰球馆举行，
届时将有中国、韩国、日本和哈萨
克斯坦队四支亚洲顶级球队参赛。

比赛将采用单循环赛制，共有
六场比赛。排名世界第七的日本队
是亚洲实力最强的队伍，常年雄踞
世锦赛顶级组；中国队、韩国队、
哈萨克斯坦队分列世界第12、第 18
和第 23 位。本次比赛是中国队在
2025年亚冬会和2026年冬奥会资格
赛前的一次重要练兵机会。

据悉，该项赛事是国际冰联今
年重点打造的亚洲地区顶级冰球比
赛，旨在为亚洲最高水平运动员提

供平台，让她们积累国际比赛经
验、提高竞技水平，同时推动冰球
运动在亚洲的普及与发展。

中国冰球协会主席王玄表示，
女冰亚锦赛是2022年冬奥会后，北
京举办的第一个冰球国际赛事。国
际冰联决定将首届比赛落户北京，
正是看中了北京发展冰球运动所具
备的成熟条件和巨大潜力。

据北京市体育局二级巡视员张
朝晖介绍，场馆的制冰工作已基本
完成。25日，哈萨克斯坦队将提前
抵达北京进行适应性训练，并计划
在27日与中国队打一场友谊赛。日
本队和韩国队预计于30日抵达赛区。

本 次 赛 事 由 国 际 冰 球 联 合
会主办，中国冰球协会、北京市体
育局、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
联合承办。

首届女子冰球亚锦赛
将于10月底在北京打响

2024年以来，我国跨境资金流动
趋向均衡，外汇市场呈现较强韧性，市
场预期和交易总体理性有序，人民币汇
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22
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
外汇管理局就国际收支、人民币汇率、
外债规模等热点问题作出了回应。

我国国际收支总体保持
基本平衡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李红燕表
示，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表现出较强
韧性，国际收支总体保持基本平衡。

从经常账户看，我国经常账户继
续呈现合理规模顺差。李红燕表示，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937
亿美元，与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之比为1.1%，继续处于合理均
衡区间。

据初步统计，第三季度我国经常账

户顺差仍然保持在合理水平。国家外汇
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贾宁表示，展望
未来，我国经常账户将延续规模扩大、
基本平衡的发展态势，有助于维护国际
收支和外汇市场稳健运行。

“从资本项下看，近期跨境资本流
动更趋均衡。”李红燕说，外资来华投资
有所增加，外资投资境内债券延续稳定
流入态势，前三季度累计净增持超过
800亿美元；近期外资投资境内股票情
况也明显改善。我国境内主体对外投资
有序开展，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均保持
稳步增长态势。

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
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李红燕表示，今年以来，相比其他
货币，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市场的表现比
较稳健，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
保持基本稳定。

“同时，近年来企业汇率风险中性意
识不断增强，8、9月份远期结汇签约规模
环比均有增长，表明企业通过汇率风险
管理积极适应市场波动。”李红燕说。

据分析，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保
持稳定，主要得益于国内基本面的支撑
作用。一是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
巩固，有助于夯实国内外汇市场稳定运
行的内部基础；二是我国建设更高水平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助于提升国际收
支和外汇市场运行的稳定性；三是我国
外汇市场韧性稳步提升，有助于适应和
缓释外部环境变化影响。

我国外债有望保持平稳
发展态势

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我国外债
余额为2.54万亿美元，较2023年末增
加971亿美元，增幅约4%。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债规模稳步

提升。”贾宁说，一方面，我国经济保持平
稳发展，叠加人民币债券综合收益率上
涨等影响，外资稳步配置人民币债券，上
半年净增持规模处于历史高位，带动债
券类外债增加近900亿美元。另一方面，
境内企业和银行等主体偿还外债节奏趋
缓，存贷款、贸易信贷等融资型外债止跌
回升，上半年增加80多亿美元。

“我国外债规模总体适度，偿债风
险较低。”贾宁分析，一是我国外债规模
与实际经济发展基本匹配，企业跨境融
资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二是外债偿
付风险可控；三是我国外债结构持续优
化，今年6月末，人民币外债、中长期外
债占比分别为 49%和 44%，较 2019 年
末分别上升13个和3个百分点。

贾宁表示，从初步统计数据看，三
季度外债规模总体稳定。展望未来，我
国外债有望保持平稳发展态势。

新华社记者 张千千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我国外汇市场呈现较强韧性
——国家外汇局回应前三季度外汇市场热点问题

10月 20日起，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进驻安徽，开展为期 1 个月的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

截至10月 22日 9时，我省收到中央第二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二批群众信访
举报件46件，涉及环境问题46个。其中，大气
环境问题24个、生态问题8个、噪音问题7个、
水环境问题4个、土壤问题3个。第二批转办信
访件涉及13个地市，分别是：合肥市（18件）、马
鞍山市（4件）、芜湖市（4件）、安庆市（3件）、阜
阳市（3件）、淮南市（3件）、蚌埠市（2件）、淮北
市（2件）、铜陵市（2件）、宣城市（2件）、亳州市
（1件）、池州市（1件）、六安市（1件）。

上述信访件已及时交相关市办理。依据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的要求，信访件办
理情况在10天内反馈到督察组，整改和处理
情况同时向社会公开。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安徽省转办第二批信访件

类型
设区市

合肥

马鞍山

芜湖

安庆

阜阳

淮南

蚌埠

淮北

铜陵

宣城

亳州

池州

六安

交办情况

移交件数

18

4

4

3

3

3

2

2

2

2

1

1

1

污染类型

水

2

1

1

大 气

10

4

2

2

1

1

2

1

1

土 壤

1

1

1

生 态

2

1

1

2

1

1

噪 声

5

1

1

其他污染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群众来信来电举报统计表
（第二批）

10 月 22 日，首批进馆展品的参展
企业代表在进馆仪式上亮相。

当日，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首批展品进馆仪式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举行。来自食品展区、医疗器
械及医药保健展区和汽车展区的五家
展商的展品首批进馆。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首批展品进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