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政经

2023中关村论坛将聚焦未来产业

5月MLF量超价平 降息落空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在观看笑果文化喜剧公司的北京
场演出时，发现其中有非常不妥的表达。演员谈到，自己领养
了两条野狗，它们在追松鼠时，让他想起来八个字———“作风
优良，能打胜仗”。

明眼人都能读出这其中的话语影射。目前，涉事脱口秀演员
以及“笑果”均已致歉，承认了错误的存在。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表
示，通过网络巡查已获知此事，并已对相关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不是什么玩笑都能开，搞笑要有底线，这也是脱口秀生
意的底线。正如网友所说，这个梗不管有意无意，都是给脱口
秀演员的一记警钟。

脱口秀市场繁荣起来是这几年的事儿，笑果文化因此风
生水起。搞笑这门生意，前提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符合社会
主义主流价值观，有正确的导向引领、文化担当，而不是让人
感到不适，张口就来口无遮拦。

在笑果看来，好笑成了唯一准则。在某一期节目里，嘉宾
杨澜就因为标准问题，就什么事情该调侃、什么事不该调侃
与李诞产生了分歧。

杨澜在现场询问李诞选手晋级的标准是什么，李诞回答
“没有标准，好笑就行”。看似云淡风清，却预示了对风险的毫
无顾忌。

笑果“翻车”，早有“前科”。李诞本人为女性内衣代言，在
文案中使用“躺赢职场”，这种表述超出女性内衣舒适度、性
价比等推介范畴。

“躺赢职场”与女性内衣主动关联，这种低俗的描述，因
为存在物化、矮化甚至歧视女性的倾向，被上海市奉贤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处罚20万元。

吃一堑，不长一智。从内容创作的角度看，脱口秀其实是
输出向的，话题带梗、梗带话题，和新闻评论类似，代表了一
种态度输出，脱口秀演员嬉笑怒骂，观众即时反馈，你来我往
求得互动与双赢。

喜剧创作不易，那些漫长的铺垫和蕴含哲理的台词没人
喜欢，人们需要直给的搞笑、不转弯的逻辑、爆炸的梗、传得
出去的段子……

用共鸣与共识，去替代抨击与批判，用梗去替代包袱，台
上和台下共同完成的喜剧，注定埋藏了风险，掺杂了砂砾。

各种话题下的调侃，成了一个舆论场的集合。人人都渴
望出圈，但出圈不能以出格、出线为代价。中国的脱口秀市场
还处在一种未成气候的野蛮生长期，好的作品要鼓励，坏的
苗头一定要及时喊cut。

冒犯的艺术，对应冒犯的约束。低格调的搞笑，无底线的
逗乐，一味去博眼球，对文艺创作有百害而无一利。

脱口秀市场真正的成功与成熟， 不是艺人单纯的逗笑本
领，而是要把喜剧提高到内容的层次，准确把握边界、分寸、是
非，在现实讽喻和逗笑取乐之间保持平衡，不越界、不踩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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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底线搞笑必须喊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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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前沿性、国际化

在发布会上， 北京市副市长于英杰为
2023中关村论坛概括出了三个特点， 即进
一步突出国家级、前沿性和国际化。据悉，论
坛新增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国资委3家主办
单位。平行论坛中，由国家部委牵头或参与
主办的有25场，占比达到45%。中科院、工程
院、中国科协等机构也将主办多场精彩纷呈
的活动。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北京社科
院研究员王鹏提到，今年的中关村论坛有了
更多国家级部委的参与， 比如国家发改委、
工信部等主办了相关的分论坛，有利于让人
们更好地理解中央层面的战略部署。

“而且中央部委的管理机构就在北京，北

京本身又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具有大量前
沿产业落地的执行力，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部
委的参与就能更好地协调央地资源， 实现中
央和地方的优势互补， 更好地促进相关产业
的发展。”王鹏称。

在内容设置上，2023中关村论坛紧扣科
技发展前沿。据介绍，论坛将聚焦人工智能、
量子科学、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探讨科技创
新趋势，展示最新成果，开展项目路演，发现
和挖掘一批颠覆性技术， 打造引领科技创新
和未来产业发展的风向标。

会议板块是今年论坛的重头戏。据悉，今
年中关村论坛将有55场平行论坛。 值得一提
的是，2023中关村论坛还首次设立女性平行
论坛———科技女性创新论坛， 通过精心设计
“星空倡议”“揭榜挂帅”等环节，展现前沿科
技“她力量”。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中关村论坛展览（科博会）也是论坛的重
要组成部分。据介绍，今年一共有650多家参
展单位，聚焦前沿科技与未来产业，集中展示
元宇宙、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脑科学、细胞与
基因治疗等领域全球最新技术进展和重大成
果，包括诸多首发首展项目，长安链、量子计
算云平台、开源芯片、类脑计算芯片等全球最
前沿的技术成果也将集体亮相。

展览也将突出互动体验感。于英杰介绍，今
年的展览力争让观众在沉浸式观展的同时，每
看一个单元就能了解一个领域、熟悉一个产业。

2023中关村论坛设置的技术交易板块，
则将重点放在了科技成果的转化。 吴朝晖表
示， 成果转化是推动科技产业和金融良性循

环当中的关键环节，缺了科技成果转化，产业
和金融就连不起来。 它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支撑，离开了成果转化，科技和经济
很难连在一起。它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的重要基石，是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效果显著，在
政策体系方面， 吴朝晖提到， 去年的数据表
明，3000多家科研机构和大学完成了1500余
亿元的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额， 每个单位近
5000万元，2022年的数据比2021年增加了
20%多，表明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效，
进一步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加速度

多年来北京始终走在科技创新的前沿。
从创新能力看，2022年北京市研发投入经费

占比在6.5%以上，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7倍。战
略科技力量进一步壮大， 在京国家实验室高
质量入轨运行， 全国重点实验室目前达到了
80家，在全国排在第一位。

创新生态也进一步优化。 于英杰表示，
2022年平均每天新创办的科技型企业293家，
不到5分钟就诞生一家科技型企业，这是2012
年的3.8倍。独角兽企业102家，居全球第三，
是2015年首次统计时的2.6倍。

在科技引领方面， 北京培育形成了新一
代信息技术和科技服务业两个万亿级产业
集群，2022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
重达到了28.4%， 数字经济占比提升到了
41.6%。

对于加快建设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
区，于英杰表示，将重点抓好三方面的工作，
包括打造全球领先的原始创新策源地，建设
世界高水平人才高地；培育世界一流的创新
型企业， 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
营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开放创新合作生态。

王鹏表示，北京正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和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今年中关村论坛
的重点议题和方向，很多都涉及到了人工智
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前沿科学，与北京自身
的产业方向和定位是密切相关的， 能够更有
利于北京夯实自己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位
置，更好地推动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建设，也
有利于相关行业、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以
相关技术带动传统行业转型升级，赋能北京
高质量发展。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2023中关村论坛将于5月25日-30日在京举行。5月15日， 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举行2023中关村论坛新闻发布会，科技部副部长吴朝

晖介绍，本次中关村论坛年度主题确定为“开放合作、共享未来”，由

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国资委、中科院、工程院、中国科协和

北京市人民政府八家单位共同主办，围绕着国际化、高端化、专业化

特色，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技术交易、成果发布、前沿大赛以及

配套活动六大板块，举办150余场活动。

降息落空
“内外平衡”考量下的结果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因当日有40亿元逆回
购到期，5月共有1000亿元MLF到期，到期日为5
月16日。因此，本月MLF实现“小幅超量平价”续
作，市场关于降息的预期落空。

平价主要是因为当前不具备降息的内外部
条件。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运金向北京
商报记者解释了多个层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近几
年贷款利率持续下调， 目前处于比较低的位置，
对银行而言利润空间压缩比较大，净息差已降至
1.91%，今年再度下调利率压力很大，空间有限。

另一方面， 货币政策强调要兼顾内外不均
衡，境外发达国家还在加息，而且今年会持续保
持较高的利率水平， 今年我国如果再度降息，会
对资本外流、人民币贬值形成较大压力。

另外，近期经济修复斜率虽有所放缓，但经
济整体仍延续复苏态势，短期内需继续观察经济
走向。

“结合过往经验看，政策降息多发生PMI连
续落在50%下方之时， 而目前还仅有4月PMI回
落至50%以下；同时，虽然4月信贷边际走弱，但
票据利率并未达到去年罕见的零利率水平，且企
业中长贷延续高位，在信贷中的占比较高，也使
得后续信贷平稳有所支撑。”为此，中国民生银行
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同样称，“短期内央行降息的
可能性还不高， 是否降息需继续观察经济走势。
若后续经济环比继续走弱，宽信用乏力，则市场
对央行降息的预期会继续提升，且不排除央行降
息落地的可能性。”

温彬认为，面对当前经济结构分化和内生动
能仍不足问题，相比于放松货币政策，当下财政
政策的效果可能更好。在低利率环境下，降息更
多是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有利于货币资金市场利
率维持低位，信号意义可能大于实际，且央行行
长易纲曾在3月公开表示， 目前实际利率的水平
是比较合适的，降息时机仍需等待。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同
样称，“4月居民部门新增信贷表现弱， 反映国内
消费和房地产复苏节奏偏慢，但并未改变内需整
体复苏趋势，预计央行需要进一步观察宏观经济
运行情况”。

因此，“内外平衡” 考量下，MLF利率不变也
是最优选择。

小幅超量
兼顾稳预期和降杠杆目的

今年前5个月，央行均进行了MLF超额置换，
合计净投放6040亿元。

而最近5月的操作，则是持续了4月的小幅加
量投放，而这背后也有重要的政策信号。

短期资金低量操作，超额投放中长期稳定资
金，王运金认为，一方面可以促使短期市场利率
适度回升至合理区间， 使其在政策利率上下波
动。另一方面保持流动性合理适度的同时，适度
调节资金结构，鼓励金融机构利用中长期资金支
持实体经济发展，利于稳定市场信心，改善预期，
维护金融稳定。

温彬则进一步解释，5月MLF实现“小幅超
量”续作，同样是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结果。一方
面，5月以来，在降准缓和流动性、银行信贷投放
节奏放缓、 大行资金融出加大等因素影响下，资
金面延续宽松，资金利率中枢下行。

例如，上周，DR001（银行间市场存款类机构
1天质押式回购） 运行在 1.25%-1.52%区间 ，
DR007（银行间市场存款类机构7天质押式回购）
运行在1.77%-1.84%区间 ，DR007中枢回落至
1.81%， 远低于政策利率水平。 资金面延续宽松
下， 近期央行逆回购操作维持在较低水平，MLF
大额续作的必要性也不强。

另一方面， 同业存单利率较大幅度下行，与
MLF的利差扩大， 银行对MLF大额续作的需求
也不高。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机构杠杆率提升。高企
的杠杆率会加剧银行间市场资金面的脆弱性，一

旦未来流动性出现边际收敛，会导致资金利率的
大幅波动。 温彬认为，MLF小幅超量续作可兼顾
稳预期和降杠杆目的；也有助于降低税期对资金
面的扰动，并释放央行延续实施稳健略偏松政策
的信号。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及研究部
总监庞溟则称，平价小幅加量续作MLF，有利于
更好地结合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总量上的“有力”和
在结构上的“精准”，有利于更好地平衡发展与安
全、平衡加码稳增长与防范化解风险之间的关系，
有利于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 推动企业综合
融资成本和个人消费信贷成本稳中有降，也有利
于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继续持稳
暂无必要下调LPR推动降价
基于MLF的锚定作用，业内认为，本次央行

维持MLF利率稳定，短期内LPR（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有望继续保持稳定。

正如周茂华指出，除了MLF利率保持稳定因
素外，1-4月金融数据显示，目前市场利率处于合
理水平； 另外近年来部分银行净息差压力增大，
整体看，短期LPR调降门槛仍偏高。他认为，后续
国内货币政策将强调精准有力，在货币总量保持
合理增长与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情况下，突出薄
弱环节和重点领域支持，同时，通过持续深化改
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激发微观主体
活力和创新力。

庞溟同样称，当前政策重点应当是坚持精准
有力的稳健货币政策，维护流动性合理充裕、防止
资金淤积和空转套利、精准发力、定向发力、充足
发力，注重疏通货币政策传导到实体的机制，提高
资金活性、 货币流通速度以及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的质量和效率。目前来看，降息降准的必要性和急
迫性仍不算高，可进一步从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
机制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中挖潜力、找
空间、求发展，并根据政策效力、经营主体活力、
内生动力、扩大需求的合力进行相机抉择。

目前，一年期LPR利率是3.65%，五年期LPR
利率是4.3%。今年以来，在信贷竞争性投放、加大
实体支持下，利率低于LPR的贷款占比进一步提
升，贷款市场利率改革效能持续释放，温彬同样
判断，5月MLF利率维持不变，使得LPR下调的概
率大幅降低。 且贷款定价受信贷供需关系影响，
目前已脱离LPR较多， 暂无必要下调LPR以推动
降价。 北京商报记者 刘四红

5月央行MLF续作风格与4月保持一致，仍是小幅超额平价模式。5月15日，人民银行发布

消息称，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人民银行开展125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

和20亿元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其中MLF中标利率2.75%，逆回购利率2%，均与此前保持一

致，充分满足了金融机构需求。

今年中关村论坛将有55场平行论坛，
探讨前沿话题，聚焦工程创新、脑机接
口等前沿领域

55场

平行论坛

80多个
国家和地区

在深化国际开放合作
方面，8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嘉宾将出席，近
200家外国政府部门、
国际组织和机构参与

近120位
专家

包括17位诺奖级嘉
宾在内的近120位顶
尖专家将发表高水
平主旨演讲

40%

外籍演讲嘉宾占比超四成
今年一共有650多
家参展单位

650
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