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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吴 雨 李延霞
随着监管部门不断扎紧制度的笼子，

“严监管”深入人心，杠杆高企、脱实向
虚等金融风险得到了初步遏制。当前经济
运行稳中有变，面对新形势新挑战，需要
金融领域精准应对，处理好防风险与稳增
长的关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
障。

金融风险由发散转向收敛

近日，南京钢铁又一次获得2022年卡
塔尔足球世界杯体育场馆建设项目用钢
1893吨，目前该项目已经累计采购南钢产
品8408吨。南钢产品在世界舞台展现实力
的背后，离不开债转股助力下的发力转
型。随着债转股项目首期 30 亿元资金到
位，南钢的资产负债率从一度超过80%降
至2017年的60%。轻装上阵的南钢加速在
节能环保、智能制造、互联网+等方向多
元发展，2017年净利润同比增幅达800%。

南京钢铁的可喜转变是我国去杠杆成
效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杠杆率过高”
一直被视为金融风险的一大隐忧：一些高
杠杆企业盈利能力衰退、偿债压力增大，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连续攀升；影子银行
风险暗藏，一些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地
方融资平台等风险领域。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要善于抓主要矛
盾，优先处理最可能影响全局、威胁整体
的问题。由此，在推动去杠杆的过程中，

金融管理部门优先推动国有企业和地方政
府降低杠杆率，以优化杠杆结构。

数据显示，2018年一季度杠杆率增幅
比去年同期收窄 1.1 个百分点，企业部门
杠杆率比上年同期低 2.4 个百分点，政府
部门杠杆率同比回落0.7个百分点。

得以初步遏制的不只是过快上升的杠
杆率，资金脱实向虚、交叉金融野蛮扩
张、非法集资等金融乱象已大为收敛。

截至 5 月末，银行业在保持 12%以上
信贷增速的同时，总资产规模少增20多万
亿元；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以来已有
5000余家从业机构退出，压降不合规业务
规模4000亿元；今年一季度新发非法集资
案件1037起，涉案金额269亿元，同比分
别下降16.5%和42.3%。

在前期的不懈努力下，当前金融形势
总体向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成效初显。
8月初，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
的第二次会议给当下金融风险形势作出了
判断：金融风险由发散状态向收敛状态转
变。

直面风险难题稳妥“拆弹”

金融是中国经济的保障之基，“防范
金融风险”近年来在中央重要会议上被屡
屡提及。金融监管部门直面问题，根据不
同领域、不同市场金融风险情况，出台针
对性较强的法规办法。

数据显示，2017年，银行业重点推进

70多项补短板项目，已完成48项，今年又
新提出40多项；保险业去年以来修订出台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60多项。

“强监管”不光体现在政策密集推
出，更着力在落地执行。上半年，银保监
会共处罚银行业金融机构 798 家、罚没
14.3亿元；处罚责任人962人，取消175人
一定期限直至终身的银行业从业及高管任
职资格。

“过去监管一出台新政策，我们就赶
紧研究对策绕过监管；现在是抓紧时间整
改，以免监管处罚。”一位券商机构人士
表示，这两年金融机构合规意识普遍增
强，“严监管”已在金融从业人员心里扎
下了根。

化解风险需分类施策。针对房地产贷
款、地方政府债务等领域存在的风险隐
患，监管部门一方面设定监控指标、加强
规范，一方面督促金融机构加大拨备和准
备金计提力度，提升应对风险冲击的能
力；针对不法分子控制的金融集团等“恶
性肿瘤”，监管及时出手，实施“外科手
术”；针对互联网金融风险、资管新规落
地执行，监管则合理安排过渡期，有计
划、分步骤，渐次达成目标。

“金融业内部层层嵌套、自我循环，
必须充分考虑机构和市场的承受能力，
在保持国民经济列车平稳运行中拆除

‘炸弹’，防止出现‘处置风险的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
席郭树清说。

面对挑战更应积极稳妥精
准应对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已经取得一定成
效，但同时也要看到，当前经济运行稳中
有变，金融领域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

国有企业、地方债务隐忧仍存，杠杆
结构有待优化；公司治理体系改革不到
位，金融监管短板不容忽视；互联网金融
领域风险事件时有发生，专项整治工作尚
未完成……

正如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所言：我国经济尚处于新旧动能转
换时期，长期积累的金融风险进入易发多
发期，外部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多，需要积
极稳妥和更加精准地加以应对。

精准应对风险，需要把握好货币总闸门，
引导好金融“活水”的流向。既做到抑制风险
的积累，又要引导去向资金薄弱的“洼地”。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
表示，“稳金融”的核心是疏通货币政策传
导机制，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
平，形成实体经济与金融之间的良性互动。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既是一场攻坚战，
也是一场持久战，不能忽视长效机制的建
立。专家表示，要进一步深化金融和关键
领域的改革，健全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体
制，完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建立防
控房地产政策调控机制等。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成效初显
——解析中国经济的保障之基

据新华社南京8月15日电（记者
刘宇轩）“日本各地也在举行日本参战
死难者追悼仪式。但今天，我们更愿意
到中国来，因为中国人民是受害者，他
们更应该受到追悼和怀念。”日本神
户·南京心连心会访华团团长宫内阳子
说。8月1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升国旗·撞响和平
大钟”仪式化参观活动，来自日本、美
国、泰国等国的国际友人和社会各界代
表共同默哀追悼、祈愿和平。

炎炎夏日，风轻云淡。在纪念馆集
会广场的灾难之墙前，步履蹒跚的耄耋
老人、刚毅笔挺的部队军官、年少可爱
的孩子们纷纷献上鲜花、追思逝者。来
自安徽宣城的大学生吴全奇从老家赶到

南京，清晨就来到了纪念馆。今天是他
22岁生日，他说：“在生日这天来纪念
馆参加升旗仪式、撞响和平大钟，意义
非凡，这是对灵魂的深刻洗涤。作为大
学生，我不能忘记历史，还要把它讲给
更多人听。”

今年是日本神户·南京心连心会访
华团连续22次参加集会活动。团员们神
情凝重，手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共创未来”的标语，共同为大屠杀死难
者敬献花圈。

“历史、胜利和铭记是和平集会活
动的三个关键词。今天，我们升国旗、
撞响和平大钟就是要让爱国主义教育仪
式化、常态化，让我们在和平年代不忘
历史。”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说。

南京举行国际和平集会
纪念抗战胜利 73 周年

■新华社记者 闫 亮
73 年前的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

件投降，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纪
念“8·15”，是为了铭记历史，守护和
平。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中日双方共
同努力下，中日关系得到改善，重新回
到正常发展轨道。如何保持两国关系的
改善势头，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日关
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不仅关乎两国人
民福祉，也关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
荣。

历史告诉我们，战争只能带来灾

难，走和平、友好、合作之路，是中日
双方唯一正确选择。中国人民没有忘
记，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
来巨大灾难。从“七七事变”到南京大屠
杀，那段历史记忆至今印在中国人民脑海
中。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
付出3500多万军民伤亡的沉重代价。

日本的侵略战争，也将本国民众拖
进苦难深渊。至今，日本国内爱好和平
的人士不断反思。当年参加侵华战争的
日本士兵山本武之子日前专程来华，讲
述战争真相，并替父谢罪。日本知名作
家渡边淳一曾以 《一百种理论不如一份

良心》 为题发表文章，回忆中国和朝鲜
半岛民众因日本侵略而遭受的非人待
遇。这就是一种对历史事实的正视和良
心的发现。

遗憾的是，目前在日本国内，仍存
在美化侵略历史等一些影响中日关系健
康发展的因素。如果否认侵略历史，歪
曲侵略事实，不与军国主义划清界限，
反而去做伤害被侵略民族感情的事，只
能失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重要邻邦，
和平友好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中方
愿同日方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的精神，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各项原
则，维护政治基础，深化互利合作，妥
善管控分歧，推动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
定发展。

今天的纪念，是为了擦亮历史的镜
子，让正义的警钟长鸣，以史为鉴，面
向未来，推动中日关系行稳致远。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在纪念中推动中日关系前行

8月15日，观众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观看展出的抗战老兵照片。
当日，《永不褪色的记忆——抗战老兵肖像摄影展》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

幕。展览共展出作品138幅，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1931年至1945年间，在抗日战争
各条战线上奋战的中国军人肖像和事迹。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新华社记者 沈红辉
今年 8 月 15 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

降73周年纪念日，日本政府在东京举行
“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在致辞中强调“不能重蹈战争惨
祸”，但继续回避触及“加害”责任，也
未提“不战誓言”。定于明年4月退位的
明仁天皇则连续第四年表示了对战争的

“深刻反省”。
日本专家和舆论指出，日本战败虽

然已过去多年，但日本政府和政要仍需
要正确对待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期
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实现真正的
和解。

天皇、首相表态有别

1945 年 8 月 15 日，当时的日本天皇
裕仁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从 1963 年
起，日本政府每年 8 月 15 日举行“全国
战殁者追悼仪式”。

日本明仁天皇定于2019 年4 月30 日
退位，日本届时将告别年号“平成”。也
因此，今年的“8·15”受到日本国内特

别关注，明仁天皇和安倍首相的各自致
辞内容也备受瞩目。

自 1994 年时任首相村山富市以来，
历任首相均在日本战败日的致辞中提及
日本对亚洲各国的战争责任，并重申

“不战誓言”。但安倍2012年12月第二次
就任首相后，在2013年“8·15”致辞中
取消了上述表述，从而模糊了日本的

“加害”责任。今年的“8·15”致词
中，安倍连续第六年回避触及“加害”
责任和“不战誓言”。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明仁天皇的讲
话。以往，日本天皇在历年追悼仪式上
的讲话基本沿用一套不变的措辞，但在
2015 年，明仁天皇打破惯例，在“8·
15”讲话中首次提及对战争的“深刻反
省”。今年，84岁高龄的明仁天皇在添加

“寄思战后悠长的和平岁月”这一新措辞
的基础上，连续第四年表示对战争的

“深刻反省”。
日本历史学家山田朗说，这是明仁

天皇退位前最后一次出席战败日纪念仪
式。明仁天皇继续强调要深刻反省战
争，意在提醒日本社会要珍惜和平，将

深刻反省战争的姿态保持下去。
山田朗指出，相比之下，安倍的讲

话就战争历史的表述偏于“中性”，对战
争的（侵略）性质问题等没有具体触及。

明治大学特任教授纐缬厚认为，对
于因日本侵略战争而遭受损失的亚洲各
国人民，首相的讲话本应致以哀悼，但
安倍只聚焦于日本人。而明仁天皇的讲
话重点在于忠告日本人不要重蹈战争惨
祸，就历史认识而言，天皇比首相的讲
话显然“更加深刻”。

反思、反省没有终点

在日本国内，随着战争亲历者越来
越少，传承历史记忆面临困境，“应该面
向未来，而不是拘泥于历史”的杂音不
绝于耳。但诚如日本《朝日新闻》 15日
在社论中所言，“日本战败已过去73年，
但经过这些岁月，日本仍未在亚洲实现
和解……中日民众之间依旧存在复杂的
感情”。

纐缬厚认为，承认、正视历史是日
中两国人民加深理解、增强互信的重要

前提。日本政府和各界应正视历史，抓
住今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
年的重要节点，积极推动两国关系进一
步改善和发展。

山田朗说，这些年，日本国内反
思 战 争 偏 重 “ 受 害 ” 意 识 ， 对 “ 加
害”责任的认识越来越淡薄。而那场
战争对中国等亚洲各国造成了更为严
重的损害，提及这些史实才是日本首
相应具有的反省姿态。以史为鉴、反
省侵略战争是日本与有关国家建立互
信的基石。

分析人士指出，在两国共同努力
下，中日关系目前出现明显改善势头。
日本必须切实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
史，这样日中关系才有可能重回正常轨
道、实现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新华社东京8月15日电

“8·15”再临，正视历史、反省战争未有终点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中

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会同国
务院扶贫办编辑的《习近平扶贫
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
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
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
帽，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
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
们党的庄严承诺，是对中华民
族、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
的伟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战略高度，把脱贫攻坚摆到
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提出一系列
新思想新观点，作出一系列新决
策新部署，推动中国减贫事业取
得巨大成就，对世界减贫进程作
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扶贫论

述摘编》的出版发行，对于国内
外读者学习研究习近平关于扶贫
的重要论述和中国脱贫攻坚的伟
大实践，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 共分 8 个专
题：决胜脱贫攻坚，共享全面小
康；坚持党的领导，强化组织保
证；坚持精准方略，提高脱贫实
效；坚持加大投入，强化资金支
持；坚持社会动员，凝聚各方力
量；坚持从严要求，促进真抓实
干；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
力；携手消除贫困，共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书中收入 242 段论
述，摘自习近平 2012 年 11 月 15
日至2018年6月期间的讲话、报
告、演讲、指示、批示等60多篇
重要文献。其中许多论述是第一
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
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根
据线索，国务院调查组在对长春
长生公司调查中进一步查明，该
公司生产的效价不合格百白破疫
苗涉及同一批次的201605014-01
和 201605014-02 两个批号的产
品，共计49.98万支。

调查发现，长春长生公司生
产的批号为 201605014-01 百白
破疫苗共有 252600 支，全部销
往山东省，已使用 247359 支，
损 耗 、 封 存 5241 支 。 批 号 为
201605014-02 百白破疫苗共有
247200 支 ， 其 中 销 往 山 东
223800 支，封存 10000 余支；销
往安徽 23400 支，损耗、封存
3277支。

接种过长春长生公司生产的
批号为 201605014-01 不合格百
白破疫苗的儿童，已按照今年2
月6日的补种工作通知进行了补
种。截至目前，已完成应补种儿

童总数的 76.2%。尚未补种的后
续剂次需根据受种儿童的实际接
种情况确定间隔时间。

接种过长春长生公司生产的
批号为 201605014-02 不合格百
白破疫苗的儿童的补种工作，国
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已作
出部署和安排。

为全面评估长春长生公司百
白破疫苗效价风险，中国食品药
品检定研究院对该企业有效期内
的所有批次百白破疫苗使用快速
疫苗检测方法进行抗原检测，未
发现异常。

目前正在对长春长生公司生
产不合格百白破疫苗涉嫌违法违
规案件进行深入调查。将依法依
规对违法违规行为和人员从严惩
处，同时对负有监管责任的地方
政府和主管部门失职、失责、失
察、不作为严肃追究责任。查处
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国务院调查组要求继续做好长春
长生公司不合格百白破疫苗处置工作

据新华社莫斯科8月 14日
电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
科夫14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
13日签署的扩军法案将动摇国际
安全稳定。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
科夫当天也表示，美方将俄称为

“威胁”毫无根据。
据塔斯社报道，里亚布科夫

14日在莫斯科对俄当地媒体说，
美方用嫁祸于人的借口批准国防
授权法案，将进一步动摇国际安
全和战略稳定。俄方将审视美方
这一决定，并通过军事、政治和外
交手段，加强维护自身安全。

佩斯科夫当天也对媒体表
示，在美此次大幅提升军费前，
美军费已比俄军费高出多倍。在
这一背景下，美方将俄称为“威

胁”毫无根据。
根据上述扩军法案，美政府

今年将决定是否同俄方讨论将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的适用
范围扩大到俄“萨尔马特”重型
洲际弹道导弹、h－101巡航导弹
等新式武器。对此，里亚布科夫
表示，美方在炒作俄新式武器问
题，俄方将在专家层面与美方讨
论这一问题，目前《新削减战略
武器条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美方不愿依据该条约对其相关战
略武器进行不可逆的改装。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签署国
会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的2019财
年国防授权法案，军费总额达
7163亿美元，再创阿富汗战争和
伊拉克战争以来新高。

俄官员：

美扩军法案将动摇国际安全稳定

据新华社北京8月 15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5日答记者问
时表示，中方对朝韩决定于9月
举行领导人会晤表示欢迎，期待
会晤顺利举行并取得积极成果。

有记者问：朝韩双方8月13
日举行高级别会谈，决定于9月
在平壤举行领导人会晤。中方对
此次领导人会晤有何期待和评论？

“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对双

方为此所作努力表示赞赏。”陆
慷说，作为半岛近邻，中方乐见
并支持半岛北南双方保持接触对
话，落实 《板门店宣言》，推进
和解合作。

“我们期待朝韩领导人平壤
会晤顺利举行并取得积极成果，
相信这将有助于推动半岛无核化
和政治解决半岛问题进程。”陆
慷说。

外交部：

中方期待朝韩领导人平壤会晤顺利举行

新华社安卡拉8月 15日电
（记者 秦彦洋） 土耳其15日发
布总统令，对美国生产的部分商
品加征进口关税。

根据总统令，加征关税的商
品包括酒类，税率升至 140％；
汽车税率升至 120％；香烟、化
妆品税率升至60％；大米税率升
至50％。

土耳其副总统福阿德·奥克
塔伊在推特上说，对美国部分商
品加征关税是因美国违反贸易互
惠原则，对土耳其经济进行蓄意

攻击。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4日表

示，土耳其将抵制苹果手机等美
国生产的电子产品。

当地时间8月10日，土耳其
里拉对美元汇率出现大幅下跌。
当天美国宣布将土耳其钢铁和铝
产品进口关税提高一倍，分别达
到50％和20％，进一步加剧了土
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下跌。土耳
其总统埃尔多安批评说，这是对
土耳其发动的“经济战争”，美国

“企图从背后捅土耳其一刀”。

土耳其对美国部分商品加征进口关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