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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投资184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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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搜

6月11日，记者从重庆市发展改革委获悉，1～5月，市
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849亿元，为“十四五”以来同期最高
水平，投资进度（占年度计划投资比例）达到40.7%。

推动市级重点项目“高位运行”，重庆在抓进度、抓投
资、抓落实方面有哪些做法？

聚焦“三张清单”抓进度

“重大项目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和‘压舱
石’。”重庆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重庆
做实做细市级重点项目“三张清单”管理，按照“新开工、在
建、前期”逐一明确项目节点任务、时序进度、打表推进。

从新开工项目看，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今年计划新开
工项目 345 个，1～5 月已开工项目 152 个，开工率达
44.1%，完成投资378.9亿元、较去年同期新开工项目增长
4.8%。其中，制造业项目已开工63个，占已开工项目的四
成，开州显示器加工生产、巴南快生活智能新材料科技产业
园等项目在5月实现开工。

从在建项目看，投资放量持续加速。1～5月，847个在
建项目完成投资1470.3亿元，投资进度44.2%。其中，338
个项目投资进度超过50%，提前实现年度投资计划过半。
万盛经开区年产100万套一体化成型工艺轻量化新能源汽
车零部件、璧山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产业园区配套等26个项
目完工投产投用。

从前期项目看，关键环节持续突破。356个重点前期
项目锁定前期工作节点，加快推进前期论证研究、可行性研
究、初步设计、项目审批等关键环节。其中，广安至涪陵铁

路正在开展预可研、黔江至吉首段高速铁路已开展预可研
评审、嘉陵江草街库尾航道整治工程已经取得可研报告批
复、中国·重庆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三期完成施工图设计。

突出“三大重点”抓投资

“大抓项目、抓大项目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有的放
矢、聚焦重点、集中攻坚。”该负责人表示，重庆正着力抢抓
项目建设施工黄金期，投资放量关键期，锚定产业、基础设
施、民生三大重点领域发力。

在现代化产业体系领域，重点项目发挥引领作用。1～
5月，现代化产业体系项目完成投资503.7亿元、投资进度
47.8%，同比增长6.2%。“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不断
壮大，制造业重点项目投资稳定增长，完成投资358.5亿
元、投资进度48.2%，同比增长13.9%；两江龙兴新城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基础设施配套等5个制造业项目，
1～5月完成投资均超10亿元。

在基础设施领域，重点项目发挥主力军作用。1～5
月，内陆开放高地、新型城镇化、生态环保等领域基础设施
重点项目共完成投资1161.4亿元，占比达到六成。其中，
能源保障完成投资147.7亿元、同比增长26.6%，水安全完
成投资71亿元、同比增长107.8%；忠润能源三期扩能项目
5月正式投产，梁平银河桥水库复建公路已开工、枢纽工程
进入招标阶段。

在保障民生领域，重点项目发挥保障兜底作用。1～5
月，民生领域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102.9 亿元、投资进度
43.1%。其中，卫生健康领域完成投资50.4亿元、同比增长

30.8%；垫江县中医院门诊综合楼、合川区体育中心完工。

围绕“三项举措”抓落实

“一切围绕项目转、一切围绕项目干，抓项目落实来不
得半点‘花拳绣腿’，关键要抓到点子上。”上述负责人表示，
今年以来，重庆围绕项目实施、项目服务、项目保障等方面，
加速推进项目建设。

用好项目调度“指挥棒”。今年以来，市重大项目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集、分办卡点难点问题40余个，重点推
进解决征地拆迁、管线迁改、渣土消纳等问题。同时，市级
重点项目牵头单位迭代升级调度方式，比如云阳县上线重
点项目调度平台，推动其牵头的市级重点项目1～5月完成
投资39.5亿元。

做优项目服务“软环境”。以项目服务需求为导向，今
年以来，重庆持续提升服务效能，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
比如，沙坪坝立中年产10万吨高性能铝合金新材料项目在
落地过程中建立“一项目一专班”服务模式，专人服务企业
解决住宿、用餐、办公等问题，助推项目加快建设，目前该项
目基础工程完成50%，预计2025年建成投产。

强化项目保障“硬支撑”。今年以来，重庆聚焦市级重
点项目的资金、土地、水电气讯等方面，强化要素保障。比
如，在资金保障方面，近日市发展改革委、人行重庆市分行
组织召开2024年“政银企”融资对接会，畅通融资信息、融
资渠道，加大支持市级重点项目资金保障，同时抢抓政策机
遇期、窗口期，积极争取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

据新重庆-重庆日报

维持利率不变
美联储连续7次按下“暂停键”

美联储继续按兵不动

美联储利率决议公布后，道指短暂翻绿，纳指、标普
500指数维持涨势。截至发稿，道指涨0.19%，纳指涨2%，
标普500指数涨1.15%。

美联储当天公布的政策声明显示，向2%的通胀目标
“略有进一步进展”(5月的声明中则称“缺乏进展”)；预计在
对通胀可持续走向2%抱有更大信心之前降息是不合适的；
经济继续稳步扩张，就业增长保持强劲，失业率保持在低
位；将继续减少持有的公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随后的发布会上表示，委员会中
没有人对利率预测做出强烈承诺，政策制定者并没有试图
通过预测发出强烈信号；需要进一步的信心、更多良好的通
胀数据，但不会具体说明从什么时候开始降息；希望对利率
有进一步的信心，不会说还需要多少个月的良好数据。

鲍威尔还表示，改变利率路径预测的重大因素是通胀；
第一季度通胀进程出现停滞，这意味着降息需要等更长时
间；最新的CPI数据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这仅仅是
一次数据，不希望过于受此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不久前，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大超预期，
这给美联储降息预期升温泼上了一盆冷水。当地时间6月
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27.2万
人，比预期高出9.2万人；失业率为4%，预期3.9%；平均每
小时工资同比升4.1%，预期升3.9%。

今年或将只降息一次

据报道，鲍威尔和美联储的同事们不会在2%的利率上
让步，他们确信通胀正走在可持续的道路上，达到这一水平
之前，降息不会被摆在桌面上，这与许多最近开始降息的海
外央行不同。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援引高盛经济学家的说法
称，预计美联储将降息两次，第一次降息将在9月进行。

英国《金融时报》根据一项对学术经济学家的调查显
示，美联储今年将只降息一次，因为挥之不去的通胀迫使美
国央行调整其时间表以降低借贷成本。

在路透社的一项调查中，经济学家也称2024年只有一
次降息甚至不降息的可能性相当大。

华泰证券研报认为，美联储5月会议以来，增长和通胀
数据有所降温但仍有韧性。美联储后续降息路径主要取决
于后续通胀和就业数据，美联储仍希望并可能在9-11月
降息。

银河证券则认为，在居住成本下行的影响下，预计美国
二、三季度的通胀有望持续下行，这将使市场对于美联储的
降息预期重新升温。

多国央行已率先降息

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央行、欧洲央行已率先降息。

加拿大打响了G7集团国家降息的“第一枪”，多伦多时
间6月5日，加拿大中央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即隔夜拆借
利率)下调25个基点，由5%降至4.75%。这是加央行自
2020年3月底以来首度降息。

欧洲央行紧随其后，当地时间6月6日，欧洲央行宣布
将主要再融资利率、边际贷款利率和存款机制利率分别从
4.50%、4.75%和4.00%下调25个基点至4.25%、4.50%和
3.75%，这为2019年后的首次降息。

为什么欧央行相比美联储更早降息？申万宏源分析，
主要因素还是经济较弱，通胀压力不如美国大。欧洲经济
企业融资高度依赖信贷，央行加息对于欧洲经济的影响要
远远大于美国，经济风险趋于下行。而美国不但企业主要
靠企业债，居民部门前期也持续得到财政支撑，从而欧洲通
胀压力较美国明显更轻。

而此前，瑞士、瑞典央行也宣布降息。3月21日，瑞士
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从1.75%下调至1.5%。5月8日，瑞典
中央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3.75%，为该
央行8年来首次降息。墨西哥、巴西等中南美的部分央行
也已经加入降息行列。

对于中国央行来说，银河证券认为，货币政策方面，6
月降准空间或打开。在当前新增信贷下行陡峭、实体投融
资需求仍然不足的基础上，货币保持宽松具有必要性，预计
6月到三季度降准、降息均有可能，但相较而言降准的概率
更大。 据中新经纬、澎湃新闻等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12 日宣布，将联
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5.25%至 5.5%
的水平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这是美联储
2023 年 9 月以来连续 7次维持这一利率区
间不变。

有美联储官员预测，联邦基金利率中值到
2024年年末将降至5.1%，意味着年内或仅降
息一次，少于此前预测。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在华盛顿出席记者会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