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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重点新闻

中共中央、国务院：支持金融机构为市场化运作

的交通发展提供融资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规划纲要》。纲要提到，加强资金保障。建立完善与

交通运输发展阶段特征相适应的资金保障制度，落实

中央与地方在交通运输领域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确保各交通专项资金支持交通发展。创新投融资政策，

健全与项目资金需求和期限相匹配的长期资金筹措渠

道。构建形成效益增长与风险防控可持续发展的投资

机制，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健全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

运营支持政策体系，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边境地区支

持力度。进一步调整完善支持邮政、水运等发展的资

金政策。支持各类金融机构依法合规为市场化运作的

交通发展提供融资，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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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重点新闻

今日重点要闻

中共中央、国务院：支持金融机构为市场化运作的交通发展提供融资。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了《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纲要提到，加强资金保障。建立完善与交通运输发展阶段

特征相适应的资金保障制度，落实中央与地方在交通运输领域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确保各交通

专项资金支持交通发展。创新投融资政策，健全与项目资金需求和期限相匹配的长期资金筹措渠道。

构建形成效益增长与风险防控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机制，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健全公益性基础设施建

设运营支持政策体系，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边境地区支持力度。进一步调整完善支持邮政、水运等

发展的资金政策。支持各类金融机构依法合规为市场化运作的交通发展提供融资，引导社会资本积

极参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发改委印发《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将建高标准国际化中央商务区。总体方案

提出，到2035年，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将全面建成，形成“一核两带”功能布局。“一核”是上海虹

桥商务区，主要承担国际化中央商务区、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和综合交通枢纽等功能。“两带”是

以虹桥商务区为起点延伸的北向拓展带和南向拓展带。【新华社、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

商务部：今年将重点实施优进优出计划、贸易产业融合计划和贸易畅通计划。商务部部长

王文涛在24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外贸形势严峻复杂，供应链、产业链方面影响稳定的

因素仍然在发展，商务部将坚决稳住外贸外资的基本盘，重点实施优进优出计划、贸易产业融合计

划和贸易畅通计划。【新华社】

政策动向

商务部：推动“六个提升”建立现代流通体系。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一是要提升流通网络布局，二是提升流通基础设施, 三是提升流通主体竞争力，四是提升

流通发展方式, 五是提升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六是提升内外贸一体化程度。【新华社】

商务部：正抓紧编制电子商务“十四五”发展规划。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24日在国新办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商务部正抓紧编制电子商务“十四五”发展规划，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十四五”时期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目标、主要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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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和保障措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新的动能。【中国证券报】

商务部：《中欧地理标志协定》 将于今年3月1日生效实施。【央视新闻】

七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做好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点”服务。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

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铁路集团印发《关于做

好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点”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中国证券报】

首批全国统一“首违不罚”涉税事项清单将发布。国家税务总局拟于3月底前发布包括税务

登记、资料报送、纳税申报、发票开具等在内的首批全国统一的“首违不罚”涉税事项清单，纳税

人首次发生清单所列事项且情节轻微，并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或在税务机关责令期限内改

正的，可以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新华社】

香港发表新财政年度预算案，推出逾1200亿港元逆周期措施助社会渡难关。香港特区政府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4日发表2021/2022财政年度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推出逾1200亿港元逆周期措

施，助力香港恢复经济，协助市民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渡过经济难关。陈茂波表示，预计香港经济2021

年恢复正增长，复苏动力下半年可望显著增强。他预测2021年香港经济实质增长将在3.5%至5.5%

之间，整体通胀率与基本通胀率分别为1.6%和1%。【新华社】

香港财政司司长：计划向合资格香港市民及新来港人士发放5000港元电子消费券。香港特

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4日表示，将向每名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及新来港人士，

分期发放总额5000港元电子消费券。预计受惠人数达720万人，涉及约360亿港元财政承担。同时采

取多项措施为旅游业提供支援。【新华社】

2021年上海市国资国企工作会议召开：六方面推进今年工作。一是优化国资布局，提升国有

经济质量和效益；二是深化综合改革，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三是服务国家战略，保障落实重大任

务；四是实施科技创新，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五是管好国有资本，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机制；六是

加强党的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发展。【证券时报】

福建省政府印发《福建省沿海港口布局规划（2020-2035年）》，到2025年，全省沿海港口

吞吐量将达到6.8亿吨，建成4个亿吨级大港，形成功能分工合理、空间布局优化、保障能力充分、

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港口群；到2035年，全省沿海港口吞吐量达到8.8亿吨，厦门港吞吐量突破3

亿吨，集装箱突破2000万标箱。【福建日报】



5 / 8

经济动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形势报告（2021）》：2021年世界经济启动恢复性增长，中国经济

表现相对更胜一筹。【上海证券报】

国家知识产权局：截至2020年底，已与30个专利审查机构签署PPH合作协议。【新华社】

山东省今年持续推进减税降费，其中免征两项政府性收费减负总额达百亿元。【大众日报】

产业聚焦

农业农村部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上海证券报】

我国成功发射遥感三十一号03组卫星。2月24日10时22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

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三十一号0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进入预定轨道。【新华社】

深圳2021年首批222个新开工项目集中启动，年度计划投资约558亿元。【上海证券报】

山西加快开发煤炭采空区残余煤层气资源，预测资源量约726亿立方米。【新华社】

江西加速推进物联网产业发展。截至2020年年底，江西共部署NB-IoT基站73048个，已基本

实现全省NB-IoT网络全覆盖，全省5G基站开通数累计达33757个。【新华社】

河北南网“十四五”期间新能源装机总容量预计突破3500万千瓦。【新华社】

中企承建的坦桑尼亚立交桥项目正式竣工通车。【新华社】

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发布5G新通话解决方案。【证券时报】

中国船舶集团与三峡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证券时报】

全球最大功率半直驱风力发电机株洲诞生。中车株洲电机公司23日成功下线自主研制的全球

首台12兆瓦海上半直驱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湖南日报】

中钢协：1月末中国钢材价格指数为123.03点,环比下降1.2%。【证券时报】

沃尔沃汽车和吉利汽车宣布达成合并方案。双方以股权合并形式将动力总成业务合并成立新

公司，重点开发新一代双电机混合动力系统和高效内燃发动机。【新华社】

丰田汽车推出的智能城市项目在日本静冈县正式动工。【央视财经】

日本新房售价连续4年创新高。日本不动产经济研究所24日公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日本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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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建公寓房平均售价较上年上涨3.8%，达4971万日元。【新华社】

美国能源信息局：上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为4.63亿桶，环比增加130万桶；美国日均原油产

量为970万桶，环比下降110万桶，为2018年1月以来的最低点。【新华社】

市场观察

央行数研所联合多方力量,探索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应用。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

24日宣布，与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中央银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央银行联合发起多边央行数字

货币桥研究项目（m-CBDC Bridge），探索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新华社】

银保监会决定再次延长保险公司跨京津冀区域经营备案管理试点有效期一年，至2022年2月1

日。【上海证券报】

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发布通知，对天津市存量房屋交易资金监管模式进行调整。此次调

整明确，资金监管机构只对自有交易资金进行监管，贷款资金由贷款银行依据协议支付至出卖人收

款账户。【天津日报】

福建省设立第三期100亿元中小微企业纾困专项资金，并于2月22日起实施。【福建日报】

银保监会：同意中信银行发行不超400亿元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证券时报】

证监会同意科美诊断、和林科技、元琛科技、腾景科技、富信科技5家公司科创板IPO注册。

【上海证券报】

创业板上市委：亚康万玮、达嘉维康、争光股份首发过会。【上海证券报】

碳中和绿色债登陆上交所债券市场。上交所24日公告称，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

为在交易所市场首家披露发行公告的碳中和绿色债发行人。同日，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也分别披露发行公告，成为交易所市场首批碳中和

绿色债发行企业。【中国证券报】

深交所基础设施公募REITs相关技术系统将自3月1日起正式上线启用。【中国证券报】

港交所回应印花税提升：市场需要时间来消化,大家不用反应过大、过快。印花税提升不会

在几个月内就实行，仍然需要立法过程。【证券时报】

港交所：2020年度收入及其他收益192亿港元，同比增长18%；净利润115.05亿港元，同比增

长23%，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上海证券报】



7 / 8

香港提高“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上限并延长还款期。【新华社】

澳门金融管理局:2020年澳门财政储备投资收益逾310亿澳门元创历史新高，年度回报率

5.3%。【新华社】

大商所：加快推进干辣椒期货、棕榈油期权等农产品衍生工具上市。【上海证券报】

中国人寿与远洋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证券时报】

数据发布

2021年中国全年航天发射次数有望首次突破40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4日在京发布

《中国航天科技活动蓝皮书（2020年）》。据蓝皮书统计，2020年，全球共实施114次发射任务，

追平1991年以来的发射次数纪录，发射航天器共计1277个，创历史新高。【新华社、人民日报】

全球宏观

世行批准2亿美元贷款助力湖南乡村振兴。【新华社】

国际劳工组织：治理数字劳务平台需加强国际政策协调。国际劳工组织23日发布的《2021

年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报告显示，在过去10年里，全球数字劳务平台规模增长5倍。全球数字劳

务平台蓬勃发展为劳动者和企业带来新机遇与挑战，需加强国际政策协调和合作，以更好地监管和

治理这一平台。【新华社】

美国证监会：自2月25日起将规费(仅卖出订单收取)收费标准由0.00221%降至0.00051%，降

幅达76.92%。【中国证券报】

德国上修2020年第四季度及全年经济数据，复苏形势好于预期。德国2020年第四季度的国内

生产总值跟第三季度相比轻微增长0.3%，较此前公布的初步数据上调0.2个百分点。【央视新闻】

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批准案。日本政府24日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

2020年11月由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东盟十国等15方成员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批准案，并争取该案得以在本届国会获批。【日本共同社】

委内瑞拉宣布驱逐欧盟驻委大使。委内瑞拉外长阿雷亚萨24日宣布驱逐欧盟驻委大使伊莎贝

尔·佩德罗萨，要求她72小时内离境。【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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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新华财经研报由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发布。报告依据国际和行业通行准则由新华社经

济分析师采集撰写或编发，仅反映作者的观点、见解及分析方法，尽可能保证信息的可靠、

准确和完整，不对外公开发布，仅供接收客户参考。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

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登、转载和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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