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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5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 2020年金
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相关
负责人介绍了金融统计数据有关情况并就金
融领域热点问题答记者问。

中国人民银行指出，2021年，稳健的货
币政策会更加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继续保
持对经济恢复必要的支持力度。中国人民银
行会坚持稳字当头，不急转弯，根据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灵活把握
货币政策的力度、节奏和重点，保持货币供
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
本匹配，以适度货币增长支持经济持续恢复
和高质量发展。

金融体系运行平稳

在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
露表示，2020年，央行通过深化全面的金融
业综合统计，全面跟踪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形势，灵活把握货币政策调控力度、节
奏和重点，为疫情防控和“六稳”“六保”等
重点工作营造了稳健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一是货币、信贷增长基本实现年度目
标。2020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同比
增长 10.1%，比上年末高 1.4个百分点；人民
币贷款累计新增 19.63 万亿元，比上年多增
2.82 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13.3%，比上年末高 2.6 个百分点。2020 年，
通过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为实体经济提
供了 1.75 万亿元长期流动性，累计推出 9 万
多亿元的货币政策支持措施。

二是金融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的精准支
持力度加大。2020年，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
额增长35.2%，比上年高20.3个百分点，增速
已连续 14 个月上升。普惠小微贷款增长
30.3%，比上年高7.2个百分点。

三是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明显下降。2020
年，利率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存量浮动利

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如期顺利完成，利率改
革红利持续释放，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增强，
推动企业贷款利率明显下降。2020年末，全
国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4.61%，比上年
末下降了0.51个百分点，创2015年有统计以
来的最低水平。

四是金融支持“三大攻坚战”成效显
著。2020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
重要阶段性成果，P2P 平台已全部“清零”，
各类高风险金融机构得到有序处置，影子银
行规模缩减，资管产品风险明显收敛。同
时，贫困人口及产业精准扶贫贷款近 5 年累
计发放超过 6.5 万亿元，惠及贫困人口超过
9000万人次。

着力支持实体经济

2021年，中国将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
“我国经济向常态回归，内生动力增强，

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好转。当前疫情变化和外
部环境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国际经济金融
形势仍然复杂严峻，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
固，货币政策在有力支持实体经济的同时要
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中国人
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说。

综合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
现、中期信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货
币政策工具，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
绿色发展等重点任务的金融支持，畅通货币
政策传导渠道，稳定市场预期……这些，都
是今年货币政策的重点。

对于利率问题，孙国峰强调，2020年以
来，央行以改革方式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
本，取得明显效果。

数据显示，2020年12月企业贷款利率为
4.61%，比 2019 年末下降 0.51 个百分点，处
于历史最低水平，降幅大于 LPR （贷款基
础利率） 同期降幅。2020年12月三年期和五

年 期 存 款 加 权 平 均 利 率 分 别 为 3.67% 和
3.9%，分别较上年末下降 5 个基点和 16 个基
点。“目前经济已经回到潜在产出水平，企业
信贷需求强劲，货币信贷合理增长，说明当
前利率水平是合适的。”孙国峰说。

重点领域防范风险

针对美国新一轮财政刺激方案可能对中
国产生的影响，孙国峰表示，美国通胀预期
上升，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反弹，美元对其
他主要货币汇率升值。这一过程中，人民币
汇率弹性增强，有升有贬、双向浮动成为常
态，发挥了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作用，为央
行根据我国经济形势自主实施正常货币政策
创造了条件。

陈雨露表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相对
缓慢，对实体经济的压力传导和金融体系
的内在脆弱性叠加在一起，外部的风险需
要警惕。“一方面，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
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夯实中国经济的
基 本 面 ； 另 一 方 面 ， 要 完 善 金 融 监 管 体
系、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持续提升系统性
风险防控能力。同时，还要加强在 G20 等
国际平台上与其他各国的宏观经济金融政
策协调，来共同为全球经济未来的复苏创
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在谈及2021年房地产金融政策时，中国
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表示，近年
来，央行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定位，紧紧围绕稳地价、稳房价、稳
预期的目标全面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加强
房地产金融管理。下一步，央行将继续坚
持租购并举，因城施策，保持房地产金融
政策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稳妥实施
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加大住房租
赁市场发展的金融支持，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本报北京1月 15日电 （记者蒋
建科） 中国农业科学院日前举行“科
技创新引领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新
闻发布会。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万
建民院士说，我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
在96%以上，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
超过95%，其中，水稻、小麦两大口
粮作物品种已实现完全自给。良种对
粮食增产贡献率已超过45%。

万建民说，我国作物单产显著提
升，粮食总产连续 5 年超过 6.5 亿吨，
粮食作物满足基本自给，口粮实现绝
对安全。其中，水稻和小麦等口粮作物
生产保持稳定，基本实现供需平衡；玉
米生产发展迅速，总产保持快速增长
势头；大豆生产得到恢复性增长；杂粮
作物有升有降，总体保持稳定。

万建民介绍，“十三五”期间，
中国农业科学院在主粮育种科技领域

取得重大进展。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
利用基础进一步稳固，建成完善了国
家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体系。保
存总量超过 52 万份，位居世界第
二，设计保存容量150万份的新国家
作物种质库土建工程已完工，预计
2021年投入运行。

作物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丰硕，部
分作物基础理论研究实现从“跟跑”向

“并跑”或“领跑”转变。构建了亚洲栽
培稻3010份种质泛基因组，绘制出小
麦 D 基因组精细图，构建国际首张普
通菜豆单倍型图谱；阐明了现代玉米
育种过程全基因组选择与遗传改良规
律。克隆了水稻自私基因、蛋白品质形
成 基 因 GPA5、调 控 先 天 免 疫 基 因
OsCNGC9 等 等 ，相 关 成 果 发 表 在
Science（自然）、Nature（科学）等顶尖
期刊。

中国农业科学院同时还突破了一
批育种关键技术，助力提升我国作物
育种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建立了可
固定杂种优势的水稻无融合生殖体
系，实现了杂交稻无融合生殖“从0
到1”的突破。

作物重大新品种不断涌现，引领
我国主粮育种方向，支撑国家粮食安
全。优质小麦“中麦 578”亩产达到
了 841.5 公斤，高产抗病早籼品种

“中嘉早17”年推广达800万亩，“中单
808”连续多年成为西南地区主栽玉米
品种，“中黄13”成为近30年来唯一推
广面积超亿亩的大豆品种。选育出了
中谷系列谷子、中绿系列绿豆、中红系
列红小豆等杂粮新品种，其中“中谷
2”米质达到国家一级米标准，成为山
东“龙山小米”、新疆“疏勒小米”等品
牌小米的主开发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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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1月15日电（记者沈
文敏） 从日前在沪举行的 2021工业
互联网创新发展促经济数字化转型
大会上获悉，2020 年上海实施“工赋
上海”行动，加快培育新主体，探索以

“知识化、质量型、数字孪生”为特色
的工业转型。新主体加快培育，培育
了涵盖网络、平台、安全等 39个综合
解决方案提供商，打造了 15 个具有
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带动 12
万中小企业上平台，工业互联网的核

心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元。
下一步，上海将以更大力度推

进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助力经济
数字化转型。一是强化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聚焦关键核心领域，组织
上下游协同攻关，加快形成安全可
靠供给能力；二是打造典型应用场
景，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
造业深度融合、“5G+AI+工业互联
网”协同创新、工业互联网和消费
互联网“两网贯穿”，形成一批引领

性工业场景；三是建设更多标杆载
体，加大数字化改造升级的支持力
度，建设一批更高能级工业互联网
平台，优化数字供应链；立足自贸
新片区和长三角，打造更具国际竞
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会上，发布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
节点（上海）里程碑能力发布，企业标
识注册量突破 20 亿；启动建设长三
角区域一体化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
平台，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发展；
启用上海市工业互联网安全态势感
知平台，进一步提高工业互联网安全
态势感知与风险预警能力。

上海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达千亿

本报北京1月 15日电 （记者徐
佩玉）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
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全年，我国人
民币贷款增加19.63万亿元，同比多增
2.82万亿元。据初步统计，2020年我国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34.86 万亿
元，比上年多9.19万亿元，其中对实体
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 20.03 万
亿元，同比多增 3.15 万亿元。到 2020
年 末 ，我 国 社 会 融 资 规 模 存 量 为
284.8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3%，其中

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
171.6万亿元，同比增长13.2%。

在贷款方面，2020 年 12 月末，我
国本外币贷款余额178.4万亿元，同比
增 长 12.5% ，全 年 人 民 币 贷 款 增 加
19.63 万亿元，同比多增 2.82 万亿元。
在存款方面，2020 年 12 月末，我国本
外币存款余额 218.37 万亿元，同比增
长 10.2%，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 19.65
万亿元，同比多增4.28万亿元。

在货币供应方面，2020 年 12 月

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 218.68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0.1%，增速比上月
末低0.6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1.4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 （M1） 余额
62.56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增速
比上月末低 1.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
期 高 4.2 个 百 分 点 ， 流 通 中 货 币

（M0） 余额 8.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9.2%。全年净投放现金7125亿元。

此外，2020 年 12 月末，国家外
汇储备余额为3.22万亿美元，人民币
汇率为 1 美元兑 6.5249 元人民币。
2020 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
发生6.77万亿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
算业务发生3.81万亿元。

据新华社贵阳1月15日电（记
者向定杰） 记者 14 日从“聚焦数谷
建设，全力增强创新动能”主题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贵阳将打造数据中心
集聚区、电子信息制造、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3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其中，在数据中心集聚区建设

上，贵阳将积极申建全国一体化数
据中心国家枢纽节点，在贵安新区
规划建设超大型数据中心 14 个以

上；在电子信息制造上，将重点发
展服务器等设备制造；在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上，将优先打造工业互
联网、国产数据库等产业生态。

贵阳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局长
吴宏春表示，下一步贵阳将着力打造
面向全国的算力服务、交易服务、安
全服务和人才服务平台，加快数字产
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

2020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9.63万亿元

贵阳将打造三个千亿级大数据产业集群

广 西 靖 西 市
通过金融扶持的
形式，引导农民
栽桑养蚕，实现
以企业发展带动
产 业 扶 贫 发 展 ，
促 进 互 利 双 赢 。
图 为 1 月 15 日 ，
农民工在靖西鑫
晟茧丝绸公司车
间工作。

刘润产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江苏
省徐州市睢宁县凌
城镇按照“农业公
司+建档立卡低收
入户+扶贫小额贷
款”的运营模式，大
力发展香菇种植，带
动贫困户增收致富。
图为日前农民在香
菇扶贫产业园的大
棚里采摘香菇。

洪 星摄
（人民视觉）

品味年俗
1 月 15 日，江西省赣州

市章贡区第十五保育院举
行“过腊八 品年俗”主题活
动，让小朋友们了解腊八节
的相关知识，感受传统民俗
节日氛围。图为保育院老师
在教授小朋友们认识糯米、
红豆、红枣等各种制作腊八
粥的材料。

胡江涛摄 （人民视觉）

红粑飘香
春节临近，贵州省玉屏

侗族自治县进入传统过年食
品红粑的制作旺季。红粑以
糯米和黏米为主，用食用品
红为颜料，经过碎米、打芡、
揉捻等工序制作而成，象征
着团圆、美满。图为 1 月 15
日，玉屏侗族自治县田坪镇
白果村村民在制作红粑。

胡攀学摄 （新华社发）

近 日 ， 位 于
内蒙古自治区呼
伦贝尔市陈巴尔
虎旗巴彦库仁镇
的那达慕浩特举
办“首季天天冰雪
那达慕”活动，融
戏雪休闲、民俗体
验、文化展示、美
食购物于一体，吸
引众多游客慕名
打卡。图为 1 月 15
日，牧民在那达慕
浩特实景演绎游
牧风情。

王 正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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