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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27日启程赴日本
大阪，出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
十四次峰会。
这将是习近平主席连续第七次出席

或主持G20峰会。此间专家表示，在当前
国际形势下，习近平主席出席G20大阪
峰会，备受各方期待，将为面临困难的世
界经济注入强劲正能量。

看点一
繁忙日程如何安排？

习近平主席出席G20大阪峰会，有
一张繁忙的日程表。
一是出席峰会四个阶段全体会议。

据了解，习近平主席将参加关于世界经
济和贸易、数字经济、包容和可持续发
展、基础设施、气候、能源、环境等议题的
讨论，深入阐述对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
主张，致力于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找根源、
把准脉、开好方。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未来各方是
走向同舟共济还是分崩离析，大家都
很关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
研究员张燕生说，各方期待作为全球
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为世界经济拨开

迷雾。
二是出席三场多边“会中会”。除峰

会本身，习近平主席还将出席金砖国家
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中俄印领导人非正
式会晤、中非领导人小型会晤，就深化新
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重大问题加
强沟通协调，推动务实合作。
专家表示，这些“会中会”展现了中

方对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有助于围绕
重大问题进一步凝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
国家共识，推动G20大阪峰会取得积极
成果。
三是举行多场双边会见。习近平主

席峰会期间将同多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
见，致力于深化同有关国家合作，推动双
边关系向前发展。其中，中美元首会晤，
备受世界瞩目。

看点二
阐述哪些重要主张？

峰会前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
界贸易组织均发布报告，对当前世界经
济前景表示担忧，认为G20成员出台的
限制措施及其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加剧
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呼吁G20
成员共同努力加以应对。

对此，受访专家普遍认为，当前世界
经济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主要来源于
贸易紧张局势，而贸易紧张主要是单边
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行径造成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

究所所长张宇燕说，全球经济面临的首
要挑战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咄咄逼人的
贸易保护主义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严重负
面影响。中国坚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反对保护主义，给处于阴霾的世界经济
注入了正能量。”
专家表示，中方始终维护以规则为

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始终站在反对单
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行径的第一线。
大阪峰会期间，中方将继续致力于同各
方一道，发出支持多边主义、支持开放包
容、支持合作共赢的正义声音。G20成员
涵盖面广，代表性强，构成兼顾了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地域利益平
衡，无论从体量还是影响看都在全球经
济中举足轻重。

看点三
向世界传递什么信号？

“发展”将是大阪峰会重要议题之
一。专家表示，大阪峰会继承并延续杭州
峰会的共识和成果，尤其是对发展问题

的重视和投入，展现了中国在推动全球
经济治理方面的引领作用。
此外，6月初举行的G20财长和央

行行长会议核准了《G20高质量基础设
施投资原则》。业内人士表示，这份成果
文件立足发展、支持发展，反映了中方一
贯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互联互通”等
重要理念。
“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推动中国
与广大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等方面开展合作，带动相关国家投资、就
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也是
一大利好。”张宇燕说。
峰会前，对于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

多个议题，中方频频释放正向信息———
针对个别国家肆意打压别国企业，

中方表示，愿与各方一道，坚持开放的政
策取向，为各国企业和投资者构建自由、
公平、非歧视、透明、可预见和稳定的贸
易投资环境。
针对“逆全球化”思潮，中方则倡导，

促进贸易投资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让
新技术、新知识造福更多国家和人民，推
动经济全球化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
衡、共赢。
多位专家表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中国不惧风雨，坚定不移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信心
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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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租宝”案集资参与人
信息核实登记7月2日启动

据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6月
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6月26
日发布“e租宝”案全国集资参与人信
息核实登记公告，将于2019年7月2
日至2019年8月30日对“e租宝”和
“芝麻金融”网络平台集资的全国受损
集资参与人进行信息核实登记。根据
公告，各涉案省区市已按照属地原则
设立了核实登记地点，集资参与人可
前往其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设立
的核实点予以核实登记。各地具体核实
登记地点由各涉案省区市通过发布通
告公示。集资参与人应提前将其身份证
件、联系方式、本人名下的收款账户信
息、充值与提现金额等信息准备好，现场
核实工作人员将逐项对上述信息进行
核实、采集、登记。此次核实登记的结
果将作为案款发还的数据基础。

据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6月26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
融资实际利率的措施，决定开展深化民
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
部署支持扩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和制
造业信贷投放，促进创新和实体经济发
展；决定扩大高职院校奖助学金覆盖
面、提高补助标准并设立中等职业教育
国家奖学金。
会议指出，下一步，要坚持实施稳

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松紧适度，并根据
国际国内形势变化适时预调微调，保持
流动性合理充裕，确保小微企业贷款实
际利率进一步降低。会议还决定，中央
财政采取以奖代补方式，支持部分城市

开展为期3年的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
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在扩大民营和小
微企业融资规模、提高便利度、降低融
资成本、完善风险补偿机制、金融服务
创新等方面进行探索，引导更多金融资
源支小助微。为支持创新发展、强化知
识产权保护利用、促进扩大就业，会议
要求，支持扩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以
拓宽企业特别是民营小微企业、“双创”
企业获得贷款渠道，推动缓解融资难。
引导银行对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单列信
贷计划和专项考核激励，不良率高于各
项贷款不良率3个百分点以内的，可不作
为监管和考核扣分因素；探索打包组合质
押，拓宽质押物范围和处置途径。会议同
时要求，要调整优化贷款结构，引导加大

制造业、服务业信贷投放。鼓励大型银行
完善贷款考核机制、设置专项奖励，确保
今年制造业全部贷款、中长期贷款和信用
贷款的余额均明显高于上年。
为促进人力资源素质提升、培养更

多技能人才，会议决定，结合高职扩招，
从今年开始，对高职院校国家奖学金奖
励名额由5000人增至1 .5万人；国家励
志奖学金覆盖面提高至3 . 3%；国家助
学金覆盖范围扩大至23 .7%，平均补助
标准从每生每年3000元提高至3300
元，并同步提高本科院校学生补助标
准。同时，设立中职教育国家奖学金，按
每生每年6000元标准，从今年起每年
奖励2万人。上述政策对包括公办、民办
在内的各类职业院校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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