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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缓解企业融资困难，解决银企、银行、银政之间信

息沟通不畅的问题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山西省银监会

于 13 日召开组建债权人委员会推进会，推进组建银行业

债权人委员会。

据山西省银监局有关人士透露，山西省煤炭、钢铁等

传统支柱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企业运行困难，而且多头授

信、过度授信等问题突出，若单家银行抽贷就会导致其他

多家债券银行及企业受到严重影响。组建债权人委员

会，其目的是为银企、银行、银政之间搭建沟通信息、交换

意见的平台，鼓励银行“抱团取暖”“抱团帮扶”，并对优质

企业、困难企业和“僵尸企业”分类施策。

山西省辖内亟须组建债权人委员会的企业共有 233

户，主要分布在煤炭、钢铁、焦化、电力、交通等主导行

业。此次会议宣布成立由省局层面推进组建的10家有代

表性的银行债权人委员会，下一步，债权人委员会组建工

作将在全省全面推开。

债权人委员会由所有债权银行业金融机构组成，对

企业拥有债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均可主张维权，并研究

确定对企业增贷、稳贷、减贷、重组、保全等处置措施。企

业在3家及以上银行业机构进行债务融资且债务融资余

额在5亿元及以上，或债务融资余额1亿元但已有不良债

务融资或产生逾期债务融资的企业均要成立债权人委员

会。

山西省银监局局长张安顺表示，“债委会”的成立应

推动债权银行精准发力、分类施策。对发展前景良好的

企业予以支持，对经营困难的企业做到近期解危、远期解

困，对“僵尸企业”推动其重组整合或退出市场，严格做到

“去产能”。

银行业也“抱团取暖”
山西组建银行业“债委会”

王劲玉 魏彪

中国经济反攻信号强烈
企业订单回暖明显

本报记者 朱虹

大事

在4月12日开幕的2016厦门工业博览会暨第二十届

海峡两岸机械电子商品交易会上，来自全球的近百家著

名自动化厂商携带最前沿的产品参展。“智能制造”在成

为展会热点的同时，也为两岸产业合作带来新的发展机

遇。

作为两岸产业合作的高端平台，工博会吸引了来自

台湾的友佳、协鸿、东台精机、泷泽、东刚等知名厂家，其

产品集中展现当前工业机械发展新趋势和热点。

台湾气立公司协理尤文瑞介绍说，公司生产机械夹

爪、精密调压阀、平面回转台等多个产品。随着大陆产业

转型升级，公司在大陆不断加大投资。

“我们的产品在工业自动化方面属于必备品，工业产

品自动化程度越高，对我们产品的需求就越大。大陆正

在进行产业转型升级，这对我们是非常好的机遇。”尤文

瑞说，自己所在的公司也从之前的两年参加一次工博会

变成连续三年参展。

参展商厦门山川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经理陈章介绍，

公司主要是做材料、印刷自动化装置的，已连续多年参

会。“希望通过展示我们的自动化设备，一方面向台湾客

商展示我们产品的自动化程度，另一方面也借机寻求合

作。”他说。

随着传统产业问题凸显，调整生产方式势在必行，而

智能制造将是未来制造业发展的趋势。中国机械工业联

合会会长王瑞祥认为，两岸产业互补性很强，具有良好的

深度合作前景。

“大陆的工业门类齐全，体系完整，尤其是近年来总

体规模大幅度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而台湾在

精密加工机械等多个方面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和较强的

竞争力。”王瑞祥说，“海峡两岸的贸易规模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特别是转型升级与智能制造潜藏着巨大的商机，

这为双方下一步的深度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台湾工业协进会理事李煌宝表示，在大陆和台湾当

前面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形势下，以机电行业为抓手，

对于促进两岸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形势带来的新变化、新

挑战,携手合作、共谋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智能制造与产能合作是新时期工业发展的突出主

题，两岸都需要大力培育创新意识，加强企业间合作，分

享产业创新发展经验，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

从而探索出一条互利共赢的道路。”李煌宝说。

两岸合作新方向
挖掘“智能制造”商机

付敏陈旺

“比较看好二季度乃至今年的经

济走势。不过即使在经济好转情况

下，企业也要努力提升自身实力。我

们企业今后的发展重点将是研发创

新，这样会在竞争中更容易拿到订

单。”上述制造业企业内部人士表示。

徐高预计，未来政策面将继续通

过扩大信贷社融为实体经济提供资

金支撑，而稳增长目标确立也将提高

实体经济投资意愿，推动投资持续回

升，内需复苏将带动进口增速持续回

升。而经济企稳也主要依赖内需，政

府确定未来五年经济平均增速 6.5%

的底线，意味着今年将成为经济由

“十二五”期间持续下滑转向“L型”的

重要拐点，而政策方面和资本市场都

将出现相应调整。

“当前我们迎来的不仅仅是短期

经济增长复苏的拐点，还是长期经济趋

势下滑转向平稳的大拐点。”徐高表示。

统计局发言人盛来运也表示，短

期中国经济阶段性可能呈现U型、W

型。中长期中国经济呈现L型。

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首席

宏观研究员管清友表示，预计二季度经

济回暖仍将持续，因为二季度本来就是

传统的旺季，而且前期刺激政策也将逐

步释放，两会后政策将开始落地。

“值得注意的是，一季度房企到

位资金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正增长，这

和3月份市场销售较好、商业银行贷

款充裕等有关系。从市场销售状况

来看，按揭贷款的发放规模较高，进

而使得房企能够较好地获取各类按

揭贷款资源。另外，签约的节奏也在

加快，这也能够加快资金导入到房企

内部。而从其他融资渠道看，2015年

各房企对公司债发债的申请正陆陆

续续获得发改委的批准，所以债务融

资节奏加快，而且此类债务融资成本

并不高。此类多方面的融资渠道汇

集，快速改善了房企的到位资金状

况，对于房企在今年进行新一轮投资

有积极的刺激作用。”严跃进表示。

作为企业生产的一项重要指标，

用电量数据也显示向好。一季度全

国全社会用电量约 13524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3.2%，增速同比回升 2.4 个

百分点。

“相比去年，今年企业接到的订

单有明显增加。据我了解，这也是业

内较为普遍的现象，订单减少的企业

比较少。”一家制造业企业内部人士

透露。

徐高指出，这意味着需求的持续

回暖将传导至生产面，带动生产面企

稳回升。3月企业景气度也出现明显

改善，制造业PMI时隔7个月重回荣

枯线以上。同时，需求面复苏持续，

30 个大中城市房地产销售面积延续

同比翻番的增速。总体来看，经济逐

渐在呈现企稳回升态势，当前经济数

据的改善仅是“小荷才露尖尖角”，随

着稳增长政策推动，经济复苏态势将

更为明显的确立。

作为经济支柱产业，房地产市场

表现也被业内广泛关注。统计局数

据显示，一季度商品房销售加速回

升，房地产投资同比增6.2%。

某国有大型房企高管对记者表

示，相比去年，今年一季度房地产市

场几乎所有数据都出现了触底反弹，

市场交易也较为活跃，业内也对市场

前景较为看好。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

严跃进对记者表示，6.2%的数据已经

超出预期，这凸显了在本轮经济复苏

反弹周期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已经呈

现出小步快跑的态势。从侧面也反

映了各类资本依然看好房地产开发

投资领域。

进出口方面，一季度进出口总额

52144亿元，同比下降5.9%。其中，出

口 30123 亿元，下降 4.2%；进口 22021

亿元，下降 8.2%。进出口相抵，顺差

8102亿元。3月份，进出口总额19056

亿元，同比增长 8.6%。其中，出口

10501 亿元，增长 18.7%；进口 8555 亿

元，下降1.7%。

对此，徐高预计，在全球贸易萎

缩以及外部经济复苏乏力背景下，出

口将延续疲弱态势，经济企稳依然主

要依赖内需。

在外需疲弱内需改善环境下，出

口疲弱、进口回升、贸易顺差收窄将

是今年外贸形势的总体格局。随着

国内经济企稳以及政府加大稳定人

民币汇率预期力度，资本外流压力将

持续减轻，近期外汇储备止跌回升显

示资本流出压力已经明显减轻。同

时外部经济疲弱环境下发达国家宽

松货币政策推出节奏将有所放缓。

人民币汇率在今年出现大幅贬值可

能性有限。

国家统计局4月15日公布一季度

GDP数据，今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

年，一季度又是开局的首季，因此一

季度中国经济将会亮出一份怎样的

成绩单，广受外界关注。数据显示，

初 步 核 算 ，一 季 度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158526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

增长6.7%。国家统计局也用“运行平

稳、结构优化、亮点纷呈、好于预期”

十六个字，对2016年一季度经济形势

做出了全面评价。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对

《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一季度相关经

济数据显示，随着稳增长政策持续发

力，预计国内经济复苏态势将逐步得到

确立。带动实体经济增长加速的是投

资的复苏。今年一季度，受益于地产去

库存政策的利好，地产销量显著回暖，

并引导地产投资增长加快。地产和基

建两大投资龙头的复苏，正给实体经济

增长带来越来越明显的托底作用。

民生证券研究所所长管清友指

出，一季度经济虽然是下行，但远好

于年初市场预期，而且 3 月反弹明

显。主因是房地产、基建表现较好，

出口也触底反弹，还有就是金融业贷

款放量。预计未来，这次反弹比2013

至2015年的几次月度反弹要强，持续

时间可能在 1 至 2 个季度，核心动力

是基建投资的带动。

近期蔬菜和生猪价格超预期上

行，也使得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加

剧。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居民

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1%。徐高表示，

蔬菜猪肉价格未来上涨空间有限。

CPI同比增速将从4月份开始逐步下

行，年内通胀将见顶于 3 月、4 月份，

“滞胀”很难出现。

“中国去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

是强劲的。中国有信心在 2016 年实

现6.5%至7%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

的转型正在进行之中，这一过程需要

数年时间。”央行副行长易纲14日在

美智库表示。

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一季度经济好于预期。记者调查了解到，地

产和基建两大投资龙头行业的复苏，正给实体经济增长带来越来越明显

的托底作用。专家表示，未来政策方面将继续通过扩大信贷社融为实体经济

提供资金支撑，而稳增长目标确立也将提高实体

经济投资意愿，推动投资持续回升，内需复苏将带

动进口增速持续回升。今年将成为经济由“十二

五”期间持续下滑转向“L型”的重要拐点。

地产和基建为实体经济增长托底

企业看好经济前景

二季度经济回暖仍将持续

王利博制图

专家表示，今年将成为经济由“十二五”期间持续下滑转向“L型”的重要拐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