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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2019金融数据：
支持实体更有力 贷款结构更优化

流动性合理充裕
社会融资规模扩大

数据显示，去年 12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198.65万亿元，同比增长8.7%；狭义货币（M1）余额

57.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4%。人民银行调查统计

司司长阮健弘表示，这是人民银行坚持稳健的货

币政策，加强逆周期调控，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明显体现的结果。

2019年，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金融管理部门，运

用多种政策工具，适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提升商

业银行的贷款投放能力，推动了M2增速的企稳回

升。阮健弘表示，目前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合理充

裕，金融数据整体向好、结构优化，当前的金融体

系更加健康，流动性向实体经济传导的渠道更加

通畅。

2019 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25.58
万亿元，比上年多3.08万亿元。阮健弘表示，这显

示了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加大。从结

构上看，社会融资规模较上年多增主要来自三方

面原因——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

款多增、企业债多增、表外融资少减。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全年来

看，新增社会融资同比多增，扭转了上年大幅少增

约 3.6 万亿元的势头，局部信用收缩局面正在改

善，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加大。

值得一提的是，2019 年 12 月起，人民银行将

“国债”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

模统计，与原有“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合并为“政

府债券”指标。阮健弘表示，此次调整有利于政

策的制定和实施。发行政府债券是财政政策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把政府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

统计后，这一指标可以更好支持货币政策与财政

政策的协调。

贷款结构持续改善
关注小微企业融资难

2019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6.81万亿元，同比多

增 6439 亿元。分部门看，以实体经济贷款为主的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 9.45 万亿元，其

中短期贷款增加1.52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5.88
万亿元。

阮健弘分析称，从贷款投向来看，制造业中长

期贷款增速创下 2012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高技术

制造业的中长期贷款增速继续快速增长，基础设

施业的中长期贷款增速加快，不含房地产的服务

业中长期贷款增速明显提升。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我国信贷增

速平稳，结构持续改善。银行业通过加大对普惠

金融、先进制造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信贷支持，

发挥了金融在“六稳”中的关键作用。

在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方面，人

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表示，今年央行将对

小微企业首贷、续贷、信用贷等一系列能反映融资

难的指标予以关注。

邹澜表示，央行今年将推动商业银行转变经

营理念，严格控制房地产在新增信贷资源的占比，

引导商业银行把经营重点放在实体经济和小微企

业领域。同时将进一步强化组织体系建设，继续

运用科技赋能提高服务能力，健全金融机构内部

激励约束机制。

LPR改革对打破贷款市场利率
隐性下限效果明显

2019 年 8 月以来，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提

高利率传导效率，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央

行决定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

制。目前LPR已报价5次，1年期LPR降至4.15%，

5年期以上LPR为4.8%。

“去年市场利率整体下行，银行流动性保持合

理充裕。因此去年 12 月份债券回购利率比 2018
年的高点下降了一个百分点。”人民银行货币政策

司司长孙国峰表示，推进 LPR 的改革能够疏通市

场利率向贷款利率的传导，对打破贷款市场利率

隐性下限效果明显。

截至去年 12 月末，新发放贷款中运用 LPR 的

占比已达到 90%，进度超过预期。同时，新发放贷

款利率低于贷款基准利率的占比达到16%，带动了

整体贷款实际利率水平的下降。

“LPR改革后主要由市场决定，但存款的基准利

率还将长期保留，发挥利率体系压舱石的作用。”孙

国峰表示，后续央行将根据部署，综合考虑经济增

长、物价等基本面的情况，适时适度进行调整。

今年 1月 1日，央行宣布降准 0.5个百分点后，

目前金融机构的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 9.9%，

略低于10%。孙国峰表示，存款准备金具有维护金

融稳定、抵御金融风险的重要作用，因此在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背景下，维持一定的存款准

备金率是必要的。

“综合来看，目前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处于

适度水平。根据宏观调控的需要，进一步下调存

款准备金率存在一定空间，当然这个空间是有限

的。”孙国峰说。 据新华社电

8 位干部中，张新为今年任职，其余 7 人为

去年履新。从履职省份看，2019年任命的“金融

副省长”明显向中西、东北、西南等地区倾斜。

从年龄看，8 名“金融副省长”中有 4 名“70 后”，

干部队伍年轻化趋势明显。

“金融副省长”优势何在？
知识化、专业化是“金融副省长”们的显著

特征。

2019年至今履新的8名“金融副省长”多数

拥有博士学位，大多来自国有五大银行或金融

监管机构，不少人拥有跨行任职或担任多地分

行行长的从业经历，有着较为丰富的金融工作

经验。

从地方政府角度而言，知识化、专业化的

“金融副省长”们履职，有助于地方经济转型

发展、加强金融监管、扩大金融开放。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

授孙毅在接受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

者采访时指出，“金融副省长”们熟悉金融、

了解政策、资源丰富，从促发展、调结构的

角度而言，他们更善于为地方经济发展开创

新格局。

金融副省长们所具备的金融专业能力和金

融市场经验，也使他们在防范地方金融风险等

方面具备较强的协调处置能力，从而能够有效

加强地方金融监管。

此外，重庆市副市长李波是美国归侨，河

北省副省长葛海蛟、吉林省副省长蔡东、广东

省副省长张新等多名“金融副省长”曾在海外

学习或工作，具有丰富的国际经历。拥有海

外经验的金融系统人士任职地方，不仅更利

于地方政府扩大金融开放，开拓国际视野，也

有助于地方政府更好地利用外资、应对国际

金融风险。

“‘金融副省长’履新地方政府，既有助

于充实提高地方金融管理的能力，又能够传

播新的发展理念、引入新的发展思路，与此

同时，还能够加强地方党政队伍领导金融工

作的能力，有助于充实地方金融人才队伍。”

孙毅说。

为何密集选调“金融副省长”？
据媒体统计，自 2018 年起，多名金融系

统高级干部“空降”省级政府，时至今日，全

国已有超过半数省份迎来“金融副省长”。

而密集选调“金融副省长”与当下的金融工

作密切相关。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提出要

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

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

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同时，报告也提出，要健

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的底线。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

控金融风险。”孙毅指出，从实际工作出发，遴选

“金融副省长”到地方任职，是推进金融监管体

制改革、识别和化解风险，压实地方监管责任、

加强金融监管问责、强化金融监管全国一盘棋

的有效举措。

防范化解风险，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基

础。2019 年 2 月 2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

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

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

人民群众需要。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构

建良性运行的金融体系、最终实现地方经济

高质量发展，也应是任命“金融副省长”的一

大因素。

“金融副省长”如何破局？
2019 年迎来“金融副省长”的七个省份，多

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瓶颈。

除防控金融风险外，破解区域经济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难题也是这些“金融副省长”肩

负的使命。

在辽宁，副省长张立林出席了去年 10 月在

沈阳举行的“支持金融发展 拓宽融资渠道”专

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

人民银行沈阳分行等部门与会。相关报道指

出，该专题会坚定了金融机构投资辽宁、扩大资

金投放、推广新产品以及更好服务辽宁振兴发

展的信心。

在重庆，副市长李波会见了新加坡金融管

理局行长孟文能，对新加坡长期以来对重庆经

济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9年11月，2019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

示范项目金融峰会在重庆开幕。开幕式前举行

了重大项目签约活动，签约项目 56 个，签约金

额1945.4亿元。

在贵州，副省长谭炯在去年12月25日举行

的中国银行间市场助推贵州高质量打赢脱贫攻

坚战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上表示，无论是确

保按时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还是确保经济

高质量发展，都需要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

会、各家银行给予支持和帮助，为贵州经济社会

发展注入更多源头活水。5天后，贵州银行在香

港鸣锣上市。

……

孙毅指出，这些“金融副省长”们大多长

期在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部门工作，有些还

具备海外学习工作经历，在金融领域具有较

为丰富的资源。他们到地方政府履新，有利

于实现地区联动、金融资本和区域经济融合，

驱动落后产能向新兴产业转型升级，这对于

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具有重要意义。

综合

多省份迎“金融副省长”

以

任

职

时

间

为

序

什么是“金融副省长”？
近年来，多名此前在金融领域工作的干部进

入地方党政系统，担任省级政府副职。这些干部

从事金融工作多年，履新后大多负责该省金融等

领域工作，因此被媒体称为“金融副省长”。

2019年至今，全国至少已有8个省份迎来“金融副

省长”，具体情况如下：

中国人民银行 16日发布 2019年
金融统计数据。专家认为，2019年，我

国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持续加大金

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对小微企业的

支持力度。总体来看，当前银行体系

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和社会融

资规模保持适度增长。

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

融专业，此前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担任副

局长的张新本月履新广东省副省长。

张新丰富的金融从业经历为其

冠上了一个近期备受关注的身份

——“金融副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