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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活水”助力消费添动能
日前印发的 《提振消费专项行动

方案》 从 “强化信贷支持” “强化投
资对消费的支撑作用” 等方面， 提出
不少金融举措。

围绕提振消费， 金融管理部门积
极行动 ， 金融机构纷纷响应 ， 金融
“活水” 正持续加码， 投入 “真金白
银” 提振消费， 为推动经济发展添动
能。

多家银行推出行动方案
助力消费政策加速落地

山东泰安九女峰山脚下的东西门
村 ， 悠悠青山 、 漫漫古道 、 水溪环
绕， 咖啡厅、 书吧、 民宿坐落其中，
吸引着多地游客前来休闲观光。

从探索发展乡村文旅到如今游人
如织， 资金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 建
设银行去年为村里的度假区建设提供
了 5000 万元贷款， 支持村里整体规
划设计、 打造旅游项目， 助力村落变
身为 “网红” 打卡地。

这是金融支持提振消费的一个缩
影。 从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 ， 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 都把
“大力提振消费、 提高投资效益， 全
方位扩大国内需求” 摆在今年各项重
点任务之首。 宏观政策针对提振消费
重点发力， 多家银行推出助力方案，
推动相关政策加速落地。

近期， 建设银行、 邮储银行均发
布了行动方案， 围绕金融创新和服务

升级推出多项提振消费的具体措施。
中国银行推出 “万千百亿 ” 惠民行
动， 计划今年投放超万亿元贷款、 创
造千亿元财产性收入、 投入百亿元消
费补贴和减费让利、 覆盖上亿境内外
消费者。

在此背景下 ， 不少银行消费领
域信贷投放增长明显。 截至 2 月末，
工商银行累计投放个人消费贷款超
1.7 万亿元； 农业银行个人消费贷款
余额较年初增长 169 亿元。

增加金融供给 将金融
服务嵌入各类新兴消费场景

“围绕扩大商品消费、 发展服务
消费和培育新型消费等， 金融机构正
不断增加消费金融供给。” 中国民生
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 越来越
多金融机构紧跟多元化消费场景发展
新趋势， 将金融服务嵌入各类新兴消
费场景中。

在重庆， 建行以普惠金融特色服
务支持青年夜市创业就业，助力“夜经
济”发展；在广东 ，工行以东莞-湾区
国际咖啡文化节为契机， 通过消费满
减等活动释放 “咖友” 消费潜力； 在
黑龙江， 农行为冰雪季打造个人消费
贷款产品， 助推 “冷资源” 变身 “热
产业” ……

不断优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背后
是差异化的消费需求。 中国人民银行
信贷市场司负责人车士义日前表示，

中国人民银行将引导金融机构围绕以
旧换新、 智能产品、 冰雪运动等新消
费场景， 研究推出有针对性的金融产
品。

“用信用卡零息分期还款， 我每
月花费不到 160 元就换了新手机 。”
湖南长沙的李先生告诉记者， 在享受
了国家补贴政策和参加银行信用卡优
惠活动后， 购买原价 4000 多元的手
机能省大约 700 元 ， 降低了支出压
力。

自 “两新” 政策加力扩围实施，
金融机构密切跟进支持： 中行与汽车
厂商、 电商平台等开展合作， 提供多
场景消费补贴优惠、 快捷支付大额满
减等服务； 中信银行与地产商、 家装
公司等深度合作， 推出家装消费贷款
服务； 建行依托 “建行生活” 平台，
积极承接政府消费补贴发放， 截至 2
月初已累计承发 293 个城市、 近 130
亿元政府消费补贴资金。

打好政策组合拳 进一
步增强金融支持

“以旧换新补贴和金融政策相结
合， 可引导金融机构加大金融支持力
度， 为消费注入源头活水。” 西南财
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青马
认为， 《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 明
确提出 ， 2025 年对符合条件的个人
消费贷款和消费领域的服务业经营主
体贷款给予财政贴息。 金融与财政贴

息、 减税降费等政策共同发力， 打好
消费政策组合拳， 有助于降低消费成
本。

去年我国住户消费贷款保持增
长 ， 全 年 增 加 1.24 万 亿 元 。 截 至
2024 年 12 月末， 不含个人住房贷款
的消费性贷款余额 21.01 万亿元， 同
比增长 6.2%。 不过， 今年前两个月，
住户短期贷款有所减少， 提振消费还
需进一步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印发
通知， 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个人
消费贷款投放力度， 合理设置消费贷
款额度、 期限、 利率。 同时， 要求金
融机构增加消费金融供给， 加大对批
发零售、 住宿餐饮、 文化旅游、 教育
培训、 健康养老等消费服务行业的信
贷投放。

进一步扩大消费领域的金融供
给， 首先要拓宽金融机构资金来源。
车士义介绍， 中国人民银行将积极支
持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用于消费领
域。 支持金融机构以消费贷款、 汽车
贷款为基础资产， 开展资产证券化业
务， 加大汽车贷款、 消费贷款投放。

高质量的消费金融服务正在助力
消费市场。 专家表示， 提振消费要更
多发挥政策合力， 助力居民能消费、
敢消费， 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促进全
方位扩大国内需求。

（新华社北京 3 月 20 日电
记者 吴 雨 任 军）

神州大地春意盎然
3 月 20 日， 人们在浙江省余姚市马渚镇瑶街弄村油菜花海游玩。
春暖花开， 神州大地春意盎然。 人们来到户外踏青赏景， 尽享美好。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盘点美政府遮掩“特朗普衰退”的那些辩词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接受

媒体采访时说 ， 美国经济可能会有
一些 “调整 ”，但这是 “健康的 ”。 不
过 ，他 “无法保证 ”美国经济不会在
特朗普任期内出现衰退 。

3 月以来 ， 外界围绕美国关税
政策加剧经济衰 退 前 景 的 议 论 日
甚 ， 经济数据疲软和股市持续下跌
进一步强化 “特朗普衰退 ”担忧 。 美
国政府高官轮番在媒体面前为当前
政策与经济形势辩解 ， 推出一系列
“新概念 ”， 引发议论的同时遭到媒
体和专家诟病 。

“排毒”还是“下毒”？
“排毒 ”。 这是美国财政部长贝

森特针对股市走势和经济形势特征
的最新解释 ，即经济恢复 “健康 ”的
必要过程 ， 成为近期外国媒体热议
的词汇 。

本月 7 日 ， 贝森特接受美国消
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采访
时说 ， 当前市场波动和经济走势属
于政策重心转变的 “自然调整 ”，美
国经济会经历一个 “排毒期 ”。

一周后 ， 美国股市继续因美关
税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而大跌 。 贝
森特对 CNBC 解释 ，美国经济经历
的 “排毒 ”并不意味着衰退 。他表示 ，
对近几周与关税 政 策 相 关 的 股 市
“小波动 ”并不担忧 ，美国政府 “着眼
的是中长期 ”。

经济学家和舆论界对这个说法
并不买账 ， 认为美国政府推出的关
税等一系列单边主义政策是经济混
乱的病因 ，而非经济治理的良药 。

《纽约时报 》14 日一篇报道直
接质疑 ：“特朗普是在给经济 ‘排毒 ’
还是 ‘下毒 ’？ ”

这家报纸援引美国国会参议院
财政委员会资深成员 、 民主党联邦
参议员罗恩·怀登的话说 ，关税政策
对美国经济来说是 “毒药 ”。 怀登认
为 ， 联邦政府每天制造的混乱都在
破坏 “美国经济之锚 ”，“这种情况持
续时间越长 ， 我们就越会被拖入水
深火热之中 ”。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著名经济
学家约瑟夫·施蒂格利茨近日接受德
国《商报》采访时警告，当前美国的贸
易政策对美国经济而言无异于 “毒
药”，“如果贸易战和关税壁垒继续升
级，美国企业信心将大幅下滑，投资环
境恶化， 经济增长停滞的同时通胀率
上升，最终可能陷入滞胀”。

“值得”还是“代价高昂”？
“值得 ”。 这是美国商务部长卢

特尼克针对关税政策加剧衰退恐慌
的辩解 。

9 日 ， 卢特尼克接受美国全国
广播公司采访时曾表示 ， 美国经济
“不可能 ”陷入衰退 ，并且预计全球
关税整体税率 “会降下来 ”，因为 “总
统特朗普已经 （对贸易伙伴 ）说过 ：
‘你想对我们征收 100%关税 ？ 那我
们也会对你征收 100%。 ’”

此后两天 ，美国股市显著下跌 。
卢特尼克 11 日接受哥伦比亚广播
公司采访时调整口风 ， 称即使特朗
普的政策导致经济衰退 ，这也是 “值
得的 ”。

到底是为了避免经济衰退而出
台政策 ， 还是为了推动经济政策而
造成衰退 ？ 一些美国媒体对卢特尼
克言论的逻辑提出质疑 。

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一档
节目这样评价 ：“即使是贸易战的支
持者 ， 也不愿意看到自己深陷经济
衰退 。美国人经历了新冠疫情 ，经历
了高通胀 ， 没有一个选民会在大选
投票时投向一个增加经济衰退概率
的候选人 。 而 （“值得 ”）这句话 ，居
然出自负责美国经济事务的官员之
口 。 ”

衰退真的 “值得 ”么 ？ 路透社这
样评价 ：“历史表明 ， 经济衰退都是
代价高昂的 ： 痛苦从来都不会平均
分配 ， 其结果———从经济衰退的长
度和深度到复苏的速度和广度———
都是难以预测的 。 ”

《新闻周刊 》援引经济学家预测
认为 ，如果美国经济未来出现衰退 ，
特点将是持续通货膨胀 、 货币政策
收紧 、消费增长放缓 、就业市场萎靡
以及生产严重下滑 。

“如果经济濒临崩溃 ，关税还有
什么用 ？ ”Mitrade 交易平台上的一
篇文章这样问道 。

“小扰动”还是“大危机”？
“小扰动”“过渡期”“能接受”……

这是特朗普本人回应舆论对经济衰
退前景担忧时的措辞 。

本月初 ， 特朗普在向国会两院
的演讲中表示 ，关税可能会带来 “一
些小扰动 ”，但 “能够接受 ”，因为影
响 “不会很大 ”。

几天后 ， 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克
斯新闻频道采访 ， 当被问及是否预
期美国今年会出现经济衰退时 ，回
应称 “不愿预测这样的事情 ”。他称 ，
美国经济正在经历 “过渡期 ”，美国
政府将 “把财富带回美国 ”，但 “这需
要一点时间 ”。

这些轻描淡写的词汇与此后一
周资本 市 场 显 著 下 跌 形 成 鲜 明 对
比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中 ，纳斯达克
综合指数 、 标准普尔 500 种股票指
数相继跌入技术回调区间 。

不少市场人士认为，政策不确定
性始终会严重拖累经济前景和市场走
势，如果美国关税政策层出不穷，各国
被迫进行反制， 全球贸易战将不可避
免， 届时美国乃至世界经济面临的绝
不会是“小扰动”，而是大危机。

不少媒体提及上世纪 30 年代
的全球大萧条 。在那场源于美国 、波
及世界的经济大萧条中 ， 美国出台
被称为 “20 世纪美国最愚蠢法案 ”
的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 》，大幅提
高进口关税 ， 结果引发全球贸易混
乱 ，加剧经济大萧条 。

一名读者看完美国政府五花八
门的衰退辩护词后 ，在 《纽约时报 》
网站这样留言 ：“衰退 ？ 如果特朗普
继续推进计划中的关税 ， 我们谈论
的或许应该是堪比上世纪 30 年代
的大萧条了 。 （美国推动 ）《斯穆特-
霍利关税法 》 被广泛认为是那次大
萧条的原因 ， 而特朗普正在推动比
这还糟糕的计划。 ”

（新华社北京 3 月 20 日电
记者 徐 超）

特朗普为何不满美联储？
当地时间 19 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 再次决定
维持利率不变， 随即招致美国总统特朗普
不满。 他在社交媒体上敦促美联储降息，同
时承认关税将对美国经济造成影响， 需要
美联储“做正确的事”。

美联储为何不降息
美联储 19 日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

标区间维持在 4.25%至 4.50%之间。 这是自
1 月底会议以来， 美联储再次决定维持利
率不变。

美联储决策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说， 近几个月来美国
失业率稳定在较低水平， 劳动力市场状况
依然稳固，但通货膨胀仍“一定程度上处于
高位”。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被
问及通胀预期较高有多少是由美国关税政
策引起时，他回答说“很大一部分”。他还表
示，对此进行精确评估“非常困难”。

美联储在声明中提到 “经济前景的不
确定性增加”。 美联储最新一期经济前景预
期显示， 美联储官员对今年美国国内生产
总值增速的预测中值为 1.7%，低于去年 12
月预测的 2.1%。 以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衡量的通胀预测中值为 2.7%，高于去年 12
月预测的 2.5%。 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
核心通胀预测中值为 2.8%，也高于去年 12
月预测的 2.5%。

特朗普为何不满意
特朗普 19 日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

交”上发文说，“美联储最好还是降息”，“做
正确的事”。

分析人士认为， 特朗普此前多次向美
联储施压，要求后者降低利率。 近期美国政
府对贸易伙伴频繁推出关税措施， 招致批
评和反制， 正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带来冲
击。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对美联储货币政策
为其关税措施影响提供对冲的要求更加迫
切。

1 月 29 日，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会议后
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自 2024 年 9 月
以来的连续降息步伐首次暂停。 特朗普随
后在 “真实社交” 上指责美联储和鲍威尔
“未能阻止通货膨胀带来的问题”，并且“在

银行监管方面做得非常糟糕”。 此前，特朗
普曾公开表态寻求“迅速降低利率”。

2 月 12 日，特朗普在“真实社交”上敦
促美联储降低利率，称“这与即将到来的关
税措施是齐头并进的”。

即使在第一任期内， 特朗普也曾频繁
公开批评美联储及其主席鲍威尔， 经常敦
促美联储降息， 这被一些人视为对美联储
独立性的挑战。

英国《经济学人》网站刊文认为，特朗
普的政策与美联储正发生巨大冲突， 使后
者将陷入两难境地： 要么维持高利率以抑
制通胀，要么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 作
为美国最重要的独立机构之一， 美联储正
在承受双重压力。

美联储是否会听劝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美国经济前景正

在恶化， 但美联储更关注正在反弹的通胀
走势， 不太可能出于对关税影响的考虑决
定降息。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巴
里·博斯沃思对新华社记者表示，由于关税
影响，美国国内通胀不再放缓，未来政策走
向“非常不确定”。 他认为，关税问题会加
剧，降息似乎不太可能。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
员、前财政部官员加里·赫夫鲍尔对记者表
示， 美联储只是在观察特朗普的经济政策
以及随之而来的衰退是否会降低通胀率。

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学
家迪恩·贝克对新华社记者表示，美联储非
常谨慎，大规模关税将推高通胀，可能导致
美联储推迟降息。

特朗普曾在竞选中承诺控制通胀。 一
些专家认为，关税会推高通胀，令特朗普更
难兑现这一承诺。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达雷
尔·韦斯特对新华社记者表示，关税如果重
新引爆通胀，将成为特朗普的“阿喀琉斯之
踵”。 随着更多国家采取贸易反制措施，美
国消费者将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 给特朗
普带来政治问题。 韦斯特说，高物价是前总
统拜登竞选连任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所
以价格上涨对特朗普来说将是 “灾难性
的”。

（新华社华盛顿 / 北京 3 月 20 日电
记者 熊茂伶 张毅荣 闫 亮）

欧盟发布“钢铁与金属产业
行动计划”应对美国关税冲击

新华社布鲁塞尔 3 月 19 日电 （记者
丁英华 周 玥） 欧盟委员会 19 日发
布 “钢铁与金属产业行动计划”， 旨在增
强行业竞争力， 应对美国钢铁关税的潜在
影响。

欧盟委员会的公报显示， 该计划聚焦
六大核心领域： 确保清洁且可负担的能源
供应， 防范碳泄漏， 强化和保护欧洲工业
能力， 推动金属资源循环利用， 保障高质
量工业就业， 通过主导市场和公共支持降
低投资风险。

在强化和保护欧洲工业能力方面， 欧
盟委员会提议自 2025 年 4 月 1 日起收紧
现行的钢铁保障措施。 据了解， 现行保障
措施采用钢铁进口配额机制， 超出配额部

分需缴纳 25%关税。
公报还说， 鉴于现行钢铁保障措施将

于 2026 年 6 月到期， 欧盟委员会计划于
2025 年第三季度提出立法提案， 制定新的
贸易措施以取代现行保障机制， 为欧盟钢
铁行业提供更有力的保护。 欧盟委员会还
表示， 对于其他金属行业的不公平贸易行
为， 将随时准备使用贸易保护工具。

据介绍， 欧盟钢铁行业遍布 22 个成
员国， 拥有约 500 个生产基地， 提供超过
260 万个就业岗位。

本月 12 日， 美国对所有进口钢铁和
铝征收 25%关税举措正式生效。 欧盟当天
宣布， 决定对价值 260 亿欧元 （1 欧元约
合 1.09 美元） 的美国商品征收反制关税。

韩国总统弹劾案悬而未决
谁在焦虑

“总统弹劾案这周会宣判吗？ ”这句话
成了记者最近与韩国媒体同行们讨论的高
频话题。

从去年 12 月韩国国会通过尹锡悦弹
劾动议案，到今年 2 月 25 日宪法法院的最
后一场辩论，至今弹劾案仍未宣判。漫长的
审理过程中，焦虑情绪在韩国社会蔓延。

供职于韩国知名媒体的金记者说，过
去两周， 他和同事每天都会去宪法法院附
近踩点拍摄， 为弹劾案宣判日的报道做准
备。 “每天都觉得宣判日近在咫尺，随时都
可能有结果。”然而，“靴子”迟迟不落地，他
只能干着急。

自 2024 年 12 月 3 日尹锡悦发布紧急
戒严令以来，韩国社会持续动荡，宪法法院
的最终裁决无疑将决定政局走向， 宣判日
期自然也成为媒体竞相报道的热门话题。
从宪法法院公布的近期日程表， 到警方宣
布的宪法法院附近无人机禁飞时间段，媒
体试图从种种迹象中捕捉宣判日期的蛛丝
马迹。 宪法法院承受的压力自然也非同一
般，8 名法官的政治倾向、任职时间，甚至
个人收入，都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不仅是记者，普通民众也感到焦虑。住
在首尔市光化门附近一个大型小区的李女
士告诉记者， 因为网上有传言说宪法法院
代理院长文炯培跟她住在同一个小区，一
些反对弹劾的民众经常在上下班时间聚集
在她家小区附近示威。 “这些人情绪激动，
大声喊口号，十分扰民。”李女士说，宣判日
期迟迟定不下来， 不知道这样的吵闹声会
持续多久。

同样焦虑的， 还有韩国朝野政客和各
自的支持者。韩国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3
月 17 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最大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的支持率为 44.3%， 执政党国
民力量党的支持率为 39%， 双方仅相差
5%。 随着弹劾案宣判一再推迟，朝野两派
政客和各自支持者纷纷走上街头， 试图通
过集会争取更高支持率。

18 日，首尔突降春雪，气温骤降至零
摄氏度。记者看到，在宪法法院附近的人行
道上，紧挨着法院大门的帐篷里，反对弹劾
的民众裹着锡纸保温毯静坐抗议， 不时高
喊“驳回弹劾”“总统复职”的口号。 据韩国
媒体报道， 国民力量党的国会议员也不时
现身，参与反弹劾集会。 与此同时，在距离
宪法法院约 1 公里的光化门广场， 共同民
主党及其支持者搭起多个帐篷静坐示威，
高喊“立即罢免尹锡悦”。

民调机构 “盖洛普韩国”14 日公布的
调查结果显示，58%的受访者赞成弹劾尹
锡悦，37%的受访者反对弹劾。 从民调数据
看，韩国社会的撕裂更加严重。

韩国《朝鲜日报》13 日发表社论称，无
论宪法法院作出何种判决， 都会有相当一
部分国民难以接受， 愤怒情绪或将直接宣
泄到街头，进而引发混乱乃至冲突。面对可
能出现的社会动荡，韩国警方严阵以待。警
方宣布 ， 弹劾案宣判当天将在全国部署
338 支机动队，共 2 万余名警员，其中 1.4
万人将被部署在首尔市中心区域。

按韩国各界此前预测， 宪法法院会在
辩论结束后的两周左右即 3 月中旬作出裁
决， 并提前两三天对外公布宣判日期。 目
前， 尹锡悦的弹劾审理时间已经超过朴槿
惠和卢武铉， 成为审理时间最长的总统弹
劾案。 关于宣判日迟迟不决的原因， 韩国
各界众说纷纭。 一些媒体和专家推测， 目
前宪法法院对弹劾案的评议仍在进行中，
8 名法官很可能就判决程序、 判文内容等
未能达成一致。

截至记者发稿时， 弹劾案宣判日期仍
未公布。 因宪法法院代理院长文炯培将于
4 月 18 日任满， 有分析认为， 这将是弹
劾案宣判的最后期限 。 韩国舆论普遍担
忧， 随着宣判日一再推迟， 社会撕裂恐将
进一步加剧。

（新华社首尔 3 月 20 日电
记者 姚琪琳 陆 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