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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7月金融统计数据。数
据显示，前 7 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16.08 万亿
元，同比多增 1.67 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
计为22.0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069亿元，金融
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正进一步增强。

信贷资源更多流入实体经济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7月份人民币
贷款增加3459亿元，同比少增3498亿元。分部门看，
住户贷款减少 2007 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2378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3785亿元，中长期贷
款增加 2712亿元，票据融资增加 3597亿元；非银行
业金融机构贷款增加2170亿元。

7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5282亿元，比上年
同期少 2703 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
币贷款增加364亿元，同比少增3892亿元；对实体
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减少339亿元，同
比少减798亿元。

“虽然各月间数据的波动性仍大，但今年以来
整体信用扩张力度较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力度增强。”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说。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持续推动实体经济
融资成本稳中有降。6月，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95%，同比下降 0.21个百分点，继续处于历史低
位；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11%，同比下
降0.51个百分点。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认
为，今年前 7个月新增贷款同比多增 1.67万亿元，
说明前7个月金融机构信贷投放和实体经济融资需
求较去年同期均多增，这意味着政策力度不减。
社会融资数据也反映出金融信贷资源更多流入了
实体经济。

季节性因素影响明显

从7月当月表现来看，新增人民币贷款、社会
融资规模增量同比、环比均明显回落。数据波动
怎么看？

一方面，季节性因素影响明显。多家市场机
构分析指出，7 月通常是信贷投放的“小月”，数
据环比下降有正常季节性波动的因素。另一方
面，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5.73万亿元，同比大
幅多增2.02万亿元，6月新增人民币贷款达3.05万
亿元，6月信贷规模冲量高增长，会显著加大月度
之间的新增贷款规模波动。

需求不足也是7月信贷回落的重要原因。“从金
融数据可以看出，在季节性效应、前期信贷投放节
奏较快、有效信贷需求仍不强以及银行降价促投放
空间不足等影响下，7月新增信贷重回低位，信用扩
张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亟需加强。”温彬认为。

多位分析师还提到，政策传导仍需时间显
效。7月底以来多项稳增长政策出台，但传导到信
贷需求还需要一定时间。当前宏观政策调控力度

正在加大，三季度信贷整体上有望比去年同期有
一定幅度的多增。

中共中央政治局 7 月 24 日召开会议，明确提
出“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逆周期调节和
政策储备”，给市场注入信心。在不少分析人士看
来，会议提出着力扩大内需、加快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发行和使用等，有望对下半年社会融资规模
增速形成贡献。

精准有力实施稳健货币政策

7月金融数据也不乏亮点。7月末，反映货币
供应量的重要指标广义货币 （M2） 余额、人民币
贷款余额同比增速分别为 10.7%、11.1%，保持在
高位。后续中国人民银行如何综合运用多种货币
政策工具，增强新增长动能，成为各方关注重点。

“下阶段，人民银行将加强逆周期调节和政策
储备，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着力扩大内需、提振信
心、防范风险，精准有力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近日表示。

针对市场关注的降准、降息问题，邹澜说，
降准、公开市场操作、中期借贷便利，各类结构

性货币政策工具都具有投放流动性的总量效应，
需要统筹搭配、灵活运用，共同保持银行体系流
动性合理充裕。

邹澜还表示，近年来企业贷款利率下降成效
明显，未来还将继续发挥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
革效能和指导作用，指导银行依法有序调整存量
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同时，要持续发挥存款利率
市场化调整机制的重要作用，维护市场竞争秩
序，支持银行合理管控负债成本，增强金融持续
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伴随政策筑底和经济蓄力，实体经济融资需
求有望逐步得到改善，驱动后续信用稳定扩张和
信贷结构继续优化，并进一步增强经济稳步回升
的动能。”温彬说。

前7个月，人民币贷款、社会融资规模均有增加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进一步增强
本报记者 李 婕

本报北京8月 13日电 （记者孔
德晨） 记者 13 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获悉，2022 年度企业年报率
为 91.33%，这是自 2014 年 《企业信
息公示暂行条例》施行以来，企业年
报率连续6年在91%以上。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经营主体对年报工作的重视程度
越来越高，年报公示制度在优化营商
环境、激发经营主体活力、转变政府
职能、推进社会共治等方面发挥的作
用也越来越重要。

2014 年 10 月 1 日，《企业信息公
示暂行条例》正式实施。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司

长刘敏表示，由以往政府部门直接年
检，变为督促经营主体及时、准确报
告公开信息的监管方式，有助于增强
企业的自律意识，压实企业的主体责
任。“企业的年报实际上是向社会作
出的一个承诺。企业对年报信息的真
实性、合法性承担全部责任，并接受
社会监督。同时监管部门无事不扰，
企业通过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足不出户即可便捷地完成年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企业
年报工作“多报合一”，目前已在全国
实现与人社、统计、海关、商务、外汇部
门的年报事项“多报合一”，相关信息
一次填报，部门之间实行共享，有利于

减少企业信息多头报送，大幅减轻企
业负担，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年报精细化管理是未来全国年
报工作方式的重点推进方向，核心在
于‘分类、分时’管理，以进一步提
升年报综合管理水平。”刘敏说。以
浙江省为例，近年来，浙江省市场监
管局率先在全国探索实施的年报精细
化管理新模式。根据历年经营主体年
报情况，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借助数字
化手段，将该省年报经营主体细分为
主动申报类、引导帮扶类、重点关注
类、异常清退类4大类15小类，并实
现自动分类标注、实行分类管理；主
动申报类由系统自动推送提醒消息，

引导帮扶类加强咨询培训服务，重点
关注类以行政约谈、上门服务等形式
督促年报，异常清退类采取“唤醒一
批、规范一批、吊销一批”措施。

根据经营主体往年年报行为特
征，该局还建立分时段年报机制，推
动经营主体逐渐形成定期年报习惯。
同时强化对市场经营主体跟踪引导，
在分时定制个性化提醒、点对点服务
的基础上，通过晾晒通报、跟踪反馈
和综合绩效评估等方式，持续滚动推
进、集中攻坚，引导经营主体早报、
快报、准确报。目前，浙江省按时完
成 年 报 的 经 营 主 体 数 量 从 改 革 前
532.61 万户增加至今年 736.34 万户、
增长 38.25%，企业年报率从 92.75%
提升至96.04%、增加3.29个百分点。

消费者和市场交易对象可通过公
示系统，快捷、全面地掌握企业相关信
息及其经营状态，打破信息壁垒，实现
企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有机
统一，助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企业年报率连续6年在91%以上
2022年度企业年报率为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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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河北省承德
县通过产业政策扶持、梯
度培育、人才引进、金融服
务等措施，帮助“专精特
新”企业降低成本，提升竞
争力，为当地经济发展增
添新动能。图为工人在承
德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一家智能输送机制造企业
的生产车间忙碌。

王立群摄
（新华社发）

今年以来，湖南省永
州市蓝山县通过金融扶
持、稳岗留工、减税降
费、政企结对帮扶等助企
纾困举措，助力外贸企业
忙生产、赶订单、拓市
场。图为蓝山县工业园永
州星月投资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线上，工人在赶制一
批出口海外的玩具产品。

彭 华摄
（人民视觉）

8 月 12 日，内蒙古
自治区赤峰市在翁牛
特旗、克什克腾旗同时
全面启动两大沙地歼
灭战。到 2030 年，全市
2661.9 万 亩 沙 化 土 地
将全部得到治理。赤峰
市是内蒙古乃至全国
防沙治沙重点地区，境
内自西向东分布有浑
善达克和科尔沁两大
沙地。近年来，赤峰市
有序推进防沙治沙工
作，实现了由“沙进人
退”到“绿进沙退”的历
史性转变。图为在翁牛
特旗科尔沁沙地综合
治理项目区，群众正在
围封沙障、栽植苗木。

李 富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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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电 （记者陈爱
平） 上海日前发布 《5G 网络近海
覆盖和融合应用“5G 揽海”行动
计划》，提出到2024年年底，上海
将显著提升 5G 网络近海覆盖和融
合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形成 5G 赋
能智慧海洋的应用创新发展高地、
发展引领区和示范区。

行动计划提出四个方面的重点
工作，包括通过陆基、海基、空基和
天基的平台建设，构建陆海空天一
体化海洋网络；统筹协调助航、风
电、海工等行业设施，推进跨行业设

施共享和双向赋能；重点探索海洋
监管、海洋科技、海洋经济等智慧海
洋场景及智能船舶、智能港口、智能
航保、智能航运服务、智能航运监管
等智能航运要素，推动海洋5G融合
应用创新发展；开展海洋5G应用安
全风险评估、评测认证和服务供给，
加强海洋5G应用安全保障。

上海将提升通信基础设施共建
共享水平，保障海洋5G网络建设高
效、稳定、可持续发展，强化行业主
管部门协同和上下游企业联动，推
动海洋5G应用规模化发展。

本报北京8月 13日电 （记者
韩鑫） 近日，随着装载钢材的“贵
港宇航 8005”船舶快速通过广西
梧州市长洲4号船闸，长洲船闸今
年累计过货量达 1.062 亿吨，同比
增长 2.5%，较 2022 年、2021 年、
2020 年分别提前 5 天、20 天、37
天突破亿吨。

长洲船闸是西江黄金水道建
设 的 重 点 工 程 ， 承 担 广 西 内 河

90%的任务量。目前珠江水系汛期
即将结束，下一步珠江航运管理
局将以西江航运干线通航保畅工
作机制为抓手，全力保障枯水期
航运用水需求，切实做好西江航
运 干 线 水 运 大 通 道 保 通 保 畅 工
作。近年来，长洲船闸通过对船
舶进出闸行为进行引导，当日断
面过闸时间最快为 75 分钟，较以
往提升效率约25%。

据新华社阿比让电（记者郑扬
子） 由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路桥） 承建的科特迪瓦经济
首都阿比让科科迪斜拉桥项目8月
12日竣工通车。

科总统瓦塔拉、科装备与道路
养护部长阿梅德·科菲·夸库、中国驻
科特迪瓦大使吴杰等出席竣工仪式。

瓦塔拉在致辞中感谢中国企业
为修建科科迪桥作出的贡献。他说，
科科迪桥将有效缓解阿比让市区交
通拥堵的现状，是改善民生的高品
质工程，令科特迪瓦人民感到自豪。

夸库说，科科迪桥项目是阿比
让的标志性工程，建设中为当地创
造了约3000个就业岗位。

中国路桥科特迪瓦办事处总经
理李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科科
迪桥是西非地区最大的斜拉桥，将
成为阿比让的新地标。它不仅能够
提升阿比让城市景观形象，也将为
该市交通升级改造提供支撑。

科科迪桥项目主线总长约1.63
公里，其中主桥为钢槽梁单塔斜拉
形 式 ， 全 长 630 米 、 主 跨 长 200
米、主塔高108.6米。

据新华社长沙电（记者谢樱）
记者近日从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了解到，湖南发布《关于贯
彻促发展惠民生要求落实优化调整
稳就业政策若干措施的通知》，围
绕“稳、扩、保、促、兜”提出
18 条稳就业政策措施稳定和扩大
就业岗位，全力促发展惠民生。

通知明确，湖南延续实施失业
保险稳岗返还、技能提升补贴政策，
鼓励引导企业不裁员、少裁员，支持
劳动者提升职业技能。鼓励金融机
构加大对吸纳就业人数多、稳岗效
果好且用工规范的实体经济和劳动
密集型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在贷

款额度、利率定价等方面给予适当
倾斜。对有延期需求的小微企业贷
款，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通过无还
本续贷、还旧借新等方式予以支持。

湖南延续实施失业保险一次性
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2023届及离
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
失业的16岁至24岁青年，签订劳动
合同并为其缴纳失业、工伤、职工养
老保险费 1 个月以上的企业，按每
招用 1 人 1500 元的标准，发放一次
性扩岗补助。拓宽一次性吸纳就业
补贴范围，政策对象由毕业年度高
校毕业生扩展到毕业年度或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人员。

上海推进5G网络近海覆盖和融合应用

广西长洲船闸今年过货量突破亿吨广西长洲船闸今年过货量突破亿吨

中企承建的科特迪瓦斜拉桥通车

湖南18条举措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

今年以来，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全面落实外贸稳规模优结构高质量
发展举措，助推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上半年完成进出口 30.5亿元，同比
增长 10%。位于聊城经开区的中通客车与吉尔吉斯斯坦签订了 1000台清
洁能源客车订单，首批出口车辆近期顺利交付。 李旭昊摄 （人民视觉）

8月 12日，宁夏预制菜产业发展推进会暨首届宁夏重点预制菜推介
展销会在宁夏农旅产业园开幕。本次大会以“宁夏预制菜 知遇新期待”
为主题，吸引150余家预制菜、农产品、冷链物流企业参展。图为一名网
络主播在展销会上介绍产品。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