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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南协同发展区

第二批重大项目出炉
厦门总投资 318.3 亿元

闽西南协同发展区第二批重大(重点)项目于

近日出炉，共 88 个，总投资约 1870.5 亿元，年度计

划投资约 165.7 亿元。其中，厦门市 20 个，总投资

318.3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5.1 亿元。

第二批重大（重点）项目中包括翔安机场高速公

路北段(沈海高速-翔安南路)、厦门翔安机场快速路

南段(翔安南路-大嶝段)等多个交通项目。

第十九届中国厦门
国际石材展 6日开幕

第十九届中国厦门国际石材展览会 3 月 6 日

至 9 日举行，逾 2000 家企业汇聚鹭岛，带来最新

的行业风向标。

本届展会总面积达 18万平方米，共设 25个展

厅，包括国内石材展区、国际展区、机械工具展区、室

外展区、新品展区、设计和论坛区六大展区。展会吸

引了 57个国家和地区逾 2000家境内外优质企业参

展，涵盖了各大洲的 11个国家展团。据统计，今年新

展商的占比达13.1%，新鲜血液的加入使得本届展会

汇聚了更多的亮点。

境外商品厦门发货

海淘装上“加速键”
2 月 27 日，厦门海关成功验放首单跨境电商

网购保税进口模式货物。这意味着跨境电商货物

可以直接从厦门的跨境电商保税仓发货，消费者

下单后可享受更快捷的购物体验，厦门跨境电商

产业发展实现新突破。

以前厦门口岸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业务，只能

以跨境电商直购模式，在成本上、时效上不具备优

势，限制了产业的发展。网购保税进口模式相较于直

购进口模式，能够为消费者带来更实惠的价格和更

高效的物流配送，使消费者获得更好的消费体验。

3 月 5 日上午 9 时，十三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报

告回顾 2018 年工作，明确 2019

年政府工作任务。2018 年，哪些

任务达标？还有哪些难题？2019

年，要实现哪些目标，要干哪些民

生实事？现在带大家来速读 2019

政府工作报告。

2018 年，

实现了这些“小目标”：

2018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6.6 % ，总量突破 90万亿元；

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2.1%；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

长 6.5%；

日均新设企业超过 1.8 万

户，市场主体总量超过 1 亿户；

为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

约 1.3 万亿元；

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1386 万；

城镇新增就业1361万人，调查

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的较低水平；

关税总水平降至 7.5%，新设

外资企业增长近 70%。

2018 年，

依然存在这些问题：

实体经济困难较多，民营和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尚未

有效缓解；

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核

心技术短板问题凸显；

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矛盾较

大，金融等领域风险隐依然不少；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困难

较多，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任务

仍然繁重；

教育、医疗、养老、住房、食品

药品安全、收入分配等方面，群众

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

还发生了多起公共安全事件

和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教训极其

深刻。

2019 年，

要达到这些“数字”目标：

GDP 增速目标 6%－6.5%；

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左右；

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1000 万

以上，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

基本同步；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3%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

下降；

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制

造业税率降至 13%；

一般性支出压减 5%以上、

“三公”经费再压减 3%左右；

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 2.15 万亿元，比去年增加 8000

亿元；

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单位缴费比例至 16%；

大病保险报销比例提高至

60%；

今年高职院校大规模扩招

100 万人；

移动网络流量平均资费再降

低 20%以上；

2019 年，

要为老百姓干这些“实事儿”：

●医疗

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严

厉查处长春长生公司等问题疫苗

案件；

提高居民基本医保补助标准

和大病保险报销比例；

深化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

革，稳步推进分级诊疗；

加快新药审评审批改革，17

种抗癌药大幅降价并纳入国家医

保目录；

把高血压、糖尿病等门诊用

药纳入医保报销。

●教育

大力推动义务教育老师工

资待遇政策落实，加强乡村小规

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

针对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

的新情况，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

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

兴办托育服务机构；

多渠道扩大学前教育供给，

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幼儿园，只

要符合安全标准、收费合理、家长

放心,政府都要支持；

增加重点高校专项招收农村

和贫困地区学生人数。

●就业

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

观政策层面；

坚决防止和纠正就业中的性

别和身份歧视；

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

态的支持；

对招用农村贫困人口、城镇

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的各类企

业，三年内给予定额税费减免；

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从

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 1000

亿元，用于 1500 万人次以上的职

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

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

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

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

根治农民工欠薪问题，抓紧

制定专门行政法规。

●养老

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中央调剂制度，提高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

新建居住区应配套建设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

●产业

促进新型产业加快发展，深化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

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

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集群；

加快在各行各业各领域推进

“互联网 +”；

对所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

实行“证照分离”，使企业更便捷

拿到营业执照并尽快正常运营。

●区域

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

升为国家战略；

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在疏解北

京非首都功能，高标准建设雄安

新区；

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

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

推进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

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交通

两年内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

路省界收费站。

●文化

加快推进文化惠民工程，持

续加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环保

开展京津冀、长三角、汾渭

平原大气污染攻坚。

（来源：新京报）

3 月 7 日，全球金融市

场中的投资者又迎来一重

量级风险事件———欧洲央

行议息会议。

终极考验！

欧洲央行利率

决议重磅来临
本周欧洲中央银行、澳

大利亚储备银行和加拿大

银行等多家中央银行重磅

会议来袭！但重中之重莫过

于欧洲央行利率决定。市场

普遍预测，鉴于经济前景疲

弱，欧洲央行预计维持其政

策立场。

数月以来，欧元区经济

依然疲弱，欧洲央行面临的

保护经济增长免于放缓的

压力越来越大。

就在两个月前，欧洲央

行结束了 2.6 万亿欧元的

刺激计划，这一政策决定恰

逢欧洲一些顶级经济体增

长迅速减缓，并且通胀没有

上升的迹象。

据一项针对大约 100 名

经济学家进行的市场调查显

示，欧元区经济增长和通胀

预测再度下调。预计今年欧

元区经济国内生产总值

(GDP)将增长 1.3%，这是自

两年前投票开始以来的最低

水平,这也是 2019 年经济预

测连续第四次被下调。

面对欧元区经济增长

严重放缓的局面，欧洲央行

可能将加息推迟到 2020

年，并将很快重启向银行提

供长期贷款的计划。

市场普遍预测，欧洲央

行在此次会议上不会加息，

但也不会出现任何长期贷

款的官方声明。

欧洲央行加息概率渺茫
巨丰投顾资深投资顾

问秦亮对此分析认为，欧洲

央行本次加息的概率很小，

或者更坚定地说“不会加

息”，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因

素：

1、当前欧洲实体经济

的复苏仍然缓慢，与美国根

本不在一个节奏上。最新的

欧元区 2 月份制造业 PMI

初值 49.2，为 2013 年 6 月

以来首次跌破荣枯线，创

68 个月新低。当前欧元区

经济复苏的进程仍然坎坷。

2、全球贸易纷争还未

解决，欧美之间的汽车、天

然气等争议还在互相较劲

儿，作为欧元区经济的“火

车头”，德国还面临交接，以

及欧元区内部可能的分裂

的可能。

3、英国脱欧还未最终

成型，互相扯皮中。各方势

力的扰动令人担忧。

另外，欧央行在此前的

多次议息会议中均表示加

息与否将根据经济数据而

定，也多次明确表示 2019

年夏季之前暂不会加息。

欧洲央行内部

“鸽”声频现
其实，随着欧洲经济数

据不断低迷，投资者担忧全

球流动性进一步收紧之际，

欧洲央行内部不断发出

“鸽”派声音。

如欧洲央行行长德拉

吉 1 月 28 日表示，欧元区

经济前景所面临的风险正

发展成为偏下行，并暗示如

果形势变得非常糟糕，欧洲

央行不排除重启新一轮 QE

量宽买债政策。

欧洲央行执行委员科

尔也在近期表示，新一轮定

向 长 期 再 融 资 操 作

（TLTRO）是可能的，欧洲

央行在讨论此事，要确保新

的 TLTRO 能为正确的目

标服务。

市场：

欧洲央行

错过加息的机会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欧洲央行内部发出新

一轮宽松存在可能的暗示，

但市场对于欧洲央行是否

会急于转“鸽”以及何时才

会推出新的流动性措施还

存在不少争议。

并且，市场人士提出了

两种不同的批评。一种观点

认为欧洲央行错过了加息

的机会。原本欧洲央行可以

在 2017 年加息，当时欧洲

经济每个季度增长 0.7%。

虽然总体 CPI 上升到 2.

0%，但核心 CPI 从未达到

1.3%左右。另一种批评的来

源则是负利率会适得其反。

从整体而言，欧洲央

行经济放缓带来的经济预

期下调乃至鸽派政策前瞻

指引，均不利欧元走势。技

术上看，欧元仍处于下跌通

道，可能向下寻找支撑。而

美元指数则反向回升，金银

均将继续遭受空头打压。

（来源：巨丰财经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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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息泡汤？
欧洲央行利率决议或释重磅信号
欧元坐稳金银变局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