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行发布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股市回暖理财资金回流 9月末 M2 增速回升

证券时报记者 贺觉渊

中国人民银行 10月 14 日公布的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

16.02 万亿元，9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1%；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25.66 万亿元，

比上年同期少 3.68 万亿元；9月末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8%。9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同比增长 6.8%，比上月末高 0.5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同比下降 7.4%。

整体来看，9月金融总量指标保持平稳，信贷结构持续优化。近期一揽子增量货币政策

迅速落地，再次体现出央行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权威专家指出，在内需增长放

缓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能真正体现“支持性”成效，促进经济平稳运

行。

理财资金向存款回流

支撑 M2 增速回升

9月末，金融总量指标保持平稳，M2 供应量同比增速比上月末高 0.5 个百分点；9月末

人民币贷款余额与社融存量两项指标增速都在 8%以上，在有效融资需求偏弱、金融数据

“挤水分”以及经济结构转型等多因素影响下，总体保持在合理区间。

一揽子增量政策措施发布后，市场对支持股票市场稳定发展的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反响热烈，市场预期有所改善。权威专家指出，近期，股票市场有所回暖，部分资金加

速从理财等资管产品向存款回流，由于证券客户保证金计入 M2，带动了 M2 的回升。记

者从某股份制银行东莞分行了解到，该行客户中超1/6的上市公司有意向了解融资方案，

希望利用新工具加强市值管理。

高基数下

9月社融增量同比下滑

市场专家指出，去年同期基数较高是今年 9月社会融资规模和贷款增速变化的重要影响

因素。

有业内人士反映，随着去年 9月存量房贷利率调整政策陆续落地，提前还贷现象减少，

部分银行也将前期发行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所涉贷款回表，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

上推高了当时的贷款。今年以来，有效融资需求总体上弱于去年，叠加去年的高基数影

响，9月社会融资规模和贷款增速有小幅回落，剔除高基数因素后增速总体是平稳的，

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也更稳、更实。

此外，去年金融业增加值核算方式主要是基于存贷款增速的推算法，部分地方政府为推

动区域经济增长，督导金融机构增加贷款投放，导致贷款基数较高。随着金融业增加值

核算方式优化调整，今年以来，这一现象已明显减少。



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9月末，普惠小微贷款同比增长 14.5%，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长 14.8%，专精特新企

业贷款同比增长 13.5%，均快于全部贷款增速。整体来看，信贷资源更多流向国民经济

重大领域和薄弱环节。

自 9月 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后，央行迅速落地了一揽子增量政策，包括降低存款

准备金率和政策利率、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创设支持股票市场稳定发展的结构性货币政

策工具等。

“本轮增量货币政策抓住了房地产、资本市场两个关键点。”权威专家指出，央行坚持

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在内需增长放缓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能真正

体现“支持性”成效，促进经济平稳运行；若经济下行压力缓解，货币政策也会回归常

态。“宜松则松，宜紧则紧”，本身也是政策稳健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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