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银行13日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
示，5月份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36万亿元，同比
少增5418亿元；5月末，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
227.53万亿元，同比增长11.4%，增速比上月末低
0.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0.3个百分点。

专家认为，5月金融数据虽低于市场预期，
但信贷与社融增量较4月有明显上升，融资节
奏逐步恢复，信贷结构也在持续优化；住户贷
款表现亮眼，预示着消费与购房需求在逐步
恢复。下一阶段，货币政策仍需为经济恢复
保驾护航，降息等宏观政策措施将持续推动需
求恢复。

融资需求有待提振

分部门看，5月住户贷款增加3672亿元，其
中，短期贷款增加1988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1684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8558亿元，其
中，短期贷款增加350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7698亿元，票据融资增加420亿元；非银行业金
融机构贷款增加604亿元。

多位专家分析，5月信贷数据反映出融资需
求仍有待提振。在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
看来，5月信贷同比少增幅度较大，一方面源于4
月以来经济复苏动能放缓，企业融资需求后继乏
力；另一方面去年5月的信贷投放总量也高于历
年同期水平，因此基数也对本月数据的同比增减
造成了边际影响。

在企业贷款方面，明明分析，企业中长贷的
支撑力度边际下滑。5月PMI数据表现不佳，制
造业供需两端景气度延续回落，指向企业对未
来预期有所下行，同时4月以来地产、基建投资
增速明显下移，二季度信贷项目面临储备不足
问题，也一定程度导致需求端企业中长贷弹性
有限。

居民贷款方面，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王运金表示，5月居民短期信贷与中长期信贷同
比多增，且增量明显高于上月，一方面得益于购
车补贴、家电补贴等促消费政策与解除限购等购
房政策；另一方面也受消费贷、按揭贷款、公积金
贷款等利率的持续下行推动。

“本月住户贷款虽然同比、环比多增，但都是
在上月和去年同期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增量仍
然较小，居民部门消费意愿仍然有待提振。”招联
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存款方面，5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1.46万亿
元，同比少增1.58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
5364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减少1393亿元，财政
性存款增加2369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
增加3221亿元。

专家认为，5月份人民币存款同比少增，反映
出随着金融市场趋于稳定，居民投资意愿正在回
升，部分存款回流到理财市场和资本市场。

政策将持续发力

数据显示，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82.05
万亿元，同比增长11.6%；狭义货币（M1）余额67.53
万亿元，同比增长4.7%。

董希淼认为，5月末，M2增速虽然比上月末

低0.8个百分点，但比上年同期仍然高出0.5个百
分点。这表明，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稳健的基调未
变，市场流动性仍然相对充裕，金融对实体经济
支持力度不减。

王运金认为，下一阶段降息等宏观政策措施
将持续推动需求恢复，物价保持基本稳定，居民
消费与企业投资有望加快恢复，叠加利率持续下
行，信贷与社融将加快增长。

“5月金融数据表现延续4月较弱的走势，反
映实体经济修复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货币政策仍
需保驾护航，需要在经济内生动能回升压力较大
的阶段采取进一步宽松的操作。”明明表示，目前
部分银行已经再次下调存款挂牌利率以提振经
济，后续其他银行或将跟进；同时6月13日央行
已经下调7天逆回购操作利率，预计后续MLF和
LPR利率也将跟随变化。

董希淼强调，下一步，应尽快采取针对性的
措施，稳住市场主体预期，提振市场主体信心，进
一步提振消费和投资。一方面，要努力稳住宏观
经济恢复势头，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另
一方面，要进一步提振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此
外，还要加快优化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因城
施策，因区施策，取消不合理的限购、限贷措施，
适度降低存量房贷利率，更好地满足居民改善性
购房需求。

逆回购“降息”释放稳增长信号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以利率招标方式13日开
展了2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以维护银行体系
流动性合理充裕。值得关注的是，此次逆回购操
作利率由上一交易日的 2%下调 10个基点至
1.9%，距离上一次调整已时隔近10个月（2022年
8月15日）。

在分析人士看来，本次政策利率下调将有效
提振市场信心，推动下半年宏观经济复苏力度进
一步增强。此外，此次7天期逆回购利率下调，
也意味着后续MLF（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同步下
调的可能性上升，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有望
随之下行。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实现良好开局，但
进入4月份之后，不少经济指标环比增速放缓，
经济恢复速度弱于预期。

对于此次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的下调，东

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二季度以来经
济修复力度稳中偏弱，楼市也再度出现转弱势
头，需要稳增长政策适时发力。本次政策利率下
调，叠加近期银行存款利率调降，将有效带动企
业和居民实际贷款利率下行，进而刺激信贷需
求，推动消费和投资提速。更为重要的是，本次
政策利率下调，释放了明确的稳增长信号，将有
效提振消费和投资信心。

“近期物价水平明显偏低，其中1-5月份CPI
累计上涨同比仅为0.8%，扣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
能源价格、更能体现整体物价水平的核心CPI累
计上涨同比为0.7%，明显低于3.0%左右的温和水
平，这为适度下调政策利率提供了空间。”王青补
充道。

在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
部总监庞溟看来，此次逆回购利率下调，释放出
更多政策信号，稳定市场预期、加强逆周期调节、
促进金融机构在资产端继续让利实体经济，推动
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和个人消费信贷成本稳中有
降，为经济复苏和平稳健康发展创造松紧适宜、
稳健中性的货币金融环境。

从以往来看，7天期逆回购利率与MLF利率
利差在75个基点。业内普遍认为，此次逆回购
利率下调，表明央行即将开展的MLF利率调降的
可能性也在上升。

王青预计，6月15日MLF操作利率也将下调
0.1个百分点至2.65%。考虑到政策利率体系联动
调整的一般规律，在短端政策利率下调后，中端
政策利率（MLF操作利率）也会跟进下调。

“鉴于MLF操作利率是LPR报价的定价基
础，若6月份MLF操作利率下调，6月20日LPR也
将跟进下调。”王青表示，考虑到当前企业贷款利
率已处于历史低点，且明显低于居民房贷利率，
加之近期楼市再度转弱，预计本月1年期LPR和5
年期以上LPR很可能出现非对称下调，即1年期
LPR报价可能下调5个基点，5年期以上LPR报价
下调15个基点。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
也认为，从历史经验看，7天期逆回购利率与
MLF利率利差在75个基点。此次7天期逆回
购利率下调，意味着后续MLF利率同步长下调
的可能上升，LPR利率适度调降的可能性也在
增加。

综合新华社、《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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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年底前对小规模
纳税人免增值税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四部门13日对外发布《关于做好
2023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提出8个
方面22项任务。

通知明确，增强税费优惠政策的精准
性、针对性。对科技创新、重点产业链等领
域，出台针对性减税降费政策。完善税费
优惠政策。2023年底前，对月销售额10万
元以下的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对小
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
入减按1%征收增值税，对生产、生活性服
务业纳税人分别实施5%、10%增值税加计
抵减。

在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服务质效方
面，通知提出，推动贷款利率稳中有降。持
续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效能
和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的重要作用，
推动经营主体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同时，
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继续增加小微企
业的首贷、续贷、信用贷。

在缓解企业人工成本压力方面，通知
明确，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
保险费率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 2024年
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继续实施普
惠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

在降低企业用地原材料成本方面，通
知提出，做好能源、重要原材料保供稳价工
作，继续对煤炭进口实施零关税政策。加
强重要能源、矿产资源国内勘探开发和增
储上产。

通知还提出，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
本，推进物流提质增效降本，提高企业资金
周转效率，激励企业内部挖潜。

国家发展改革委13日发
布消息，根据近期国际市场
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
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2023
年6月13日24时起，国内汽
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
55元和50元。

5月人民币贷款增1.36万亿元
住户贷款增加3672亿元，预示消费与购房需求逐步恢复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近
日发布《关于加强计量数据管
理和应用的指导意见》。《指导
意见》提出，到2035年，计量
数据归集共享规模显著提升，
计量数据与产业链供应链结合
更加紧密，计量数据潜能进一
步释放。在重点领域、战略性
新兴产业培育30家国家计量
数据建设应用基地、挖掘和推
广100个计量数据应用优秀案
例、探索建立国家标准参考数
据库，计量数据支撑高质量发
展的作用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最
新调度数据显示，当前全国
已收获冬小麦面积达2.53亿
亩，进度过八成。

开板四周年 科创板企业专利超20万件

6月13日，科创板迎来开板四周年。智慧芽数据显示，目前，科创
板企业专利申请总量为20.8万余件，有效专利总量为11.4万余件，授
权发明专利总量为5.8万余件。

截至6月12日，科创板共有上市公司534
家，IPO融资总额达8365.17亿元，分别占同
期A股市场的10.26%和16.83%，总市值为
6.65万亿元，累计成交金额达37.88万亿元。

科创板共上市218家新一代信息技术公
司、108家生物医药公司、88家高端装备制造
公司、62家新材料公司、28家节能环保公司和
25家新能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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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月末月末，，我国我国
人 民 币 贷 款 余 额人 民 币 贷 款 余 额

227227..5353万亿元万亿元，，同比增同比增
长长1111..44%%，，增速比上月末增速比上月末
低低 00..44个百分点个百分点，，比上比上
年同期高年同期高 00..33个百个百

分点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