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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增速回升，流动性合理充裕

数据显示，3 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 208.09
万亿元，同比增长10.1%，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
期高1.3和1.5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表示，M2增
速加快有效支持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在政策
引导下，商业银行信贷投放比较多，推动了M2增速回
升，全社会流动性持续保持在合理充裕状态。

看结构，存款是M2构成主体。一季度人民币存款增
加8.07万亿元，同比多增1.76万亿元。其中，住户部门和
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明显。阮健弘分析，这两个部门是
实体经济主力部门，存款明显增加有两方面原因：一是
货币政策有效支持金融机构增强存款派生能力；二是财
政政策加大支持力度，财政存款向实体部门转移。

看数据，一季度住户部门存款增加 6.47 万亿元，
说明老百姓保有的积蓄比较厚实；企业部门，一季度
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 1.86 万亿元，为复工复产的顺利
推进储备了良好资金状况；财政方面，一季度财政性
存款减少 3143 亿元；狭义货币 （M1） 余额 57.51 万亿
元，同比增长5%，增速加快。

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金融体系灵活运
用多种政策工具，加大对疫情防控支持力度，有效对
冲了疫情的不利影响。“总体来看，防疫期间，金融总
量足，支持力度大，快速有力出台的政策在针对性和
有效性上均得到了较好落实。”阮健弘表示。

社融规模增速达较高水平

数据显示，3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62.24万
亿元，同比增长 11.5%，增速比上年末和上年同期高

0.8和0.3个百分点。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11.0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2.47万亿元。其中，社融
规模存量增速达到了近年来相对较高水平。

阮健弘表示，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加强对疫情
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支持，带动了
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加快。

从社融构成来看，有以下特点：
一是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信贷支持力度在加大。

一季度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 7.25 万亿
元，同比多增9608亿元；3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
民币贷款余额为158.82万亿元，同比增长12.7%。

二是金融市场为企业提供直接融资的力度在加
大。企业债、股票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的融资明显
增加。一季度企业债券净融资 1.77 万亿元，同比多
8407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 1255亿元，同比
多724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260亿元，同

比少增1789亿元。
三是金融体系积极配合财政政策，大力支持政府

债券融资。一季度政府债券净融资 1.58 万亿元，同比
多 6322 亿元；3 月末，政府债券余额为 39.31 万亿元，
同比增长15.8%。

信贷投放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数据显示，3 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 165.97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2.3%；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 7.1 万亿
元，同比多增1.29万亿元。

从贷款结构看，一季度贷款主要投放在支持实体
经济和疫情防控上。

一季度，各项贷款新增总量的85.1%投放给了企事
业单位。具体来看，防止企业出现资金流断裂，给企
业正常经营提供必要支持的短期贷款，新增了2.3万亿
元，同比多增 1.25 万亿元；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提供
长期环境保障的中长期贷款，新增 3.04 万亿元，多增
4766亿元。

一季度住户贷款总量比去年同期少增了约 6000 亿
元，阮健弘分析，这是受疫情影响，居民消费和购房大幅
减少所导致的。3月，住户贷款明显好转，新增贷款 9865
亿元，同比多增961亿元，比2月大幅多增。“住户贷款的
恢复，体现了金融机构对住户部门增强经济活动信心的
支持。住户部门是国民经济主要的消费部门，信心增长
有利于实体经济恢复增长。”阮健弘说。

信贷需求正逐步释放。阮健弘分析，一是随着疫
情减缓，企业复工复产节奏加快，企业生产经营中资
金需求得到恢复，3月份企业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明显
恢复。二是随着疫情防控措施逐步放宽，个人消费贷
款和购房贷款需求得到释放。三是随着政府推动重大
项目投资计划开工，相应贷款需求快速增长。

衡量货币政策传导效率，要看货币投放和新增贷
款的关系。“一季度央行释放长期流动性 2万亿元，新增
人民币贷款 7.1万亿元，每 1元的流动性投放支持了 3.5
元的贷款增长，说明央行货币政策效果完全传导到了实
体经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表示。

孙国锋表示，面对疫情，货币政策出台了3.3万亿
元的支持措施，取得显著效果，既稳定了金融市场，
又支持了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一手抓防疫 一手促发展 一手抓防疫 一手促发展 
央行发布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显示

““货币政策效果完全传导到了实体经济货币政策效果完全传导到了实体经济””
本报记者 徐佩玉

4月 1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2020年第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引

发关注。数据显示，一季度，货币

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面

对疫情，中国人民银行坚持稳健的

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

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

济，特别是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

的资金支持，大力支持疫情防控、

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

近期，湖南省武冈
市武冈农商银行帮助辖
区中小微企业解决因疫
情引起的短期资金周转
困难，已为企业复工复
产提供信贷资金 3.2 亿
元，助推县域经济平稳运
行。图为 4 月 10 日，在武
冈市经开区，金融信贷扶
持下恢复生产的利鑫塑
料充气制品有限公司工
人在生产车间忙碌。

滕治中摄
（人民视觉）

4 月 10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了稳外贸举措并就热点问题答记
者问。

据商务部部长助理任鸿斌介绍，
当前，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外贸企业复工复产有序推进。但疫情
在全球流行加速传播，对全球经济和
贸易带来巨大冲击。外贸企业普遍面
临在手订单取消或延期、新订单签约
困难、物流运输不畅等问题。对此，
国务院及时出台稳外贸政策措施。4月
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推出一系列
稳外贸政策，打出政策“组合拳”，努
力稳住外资外贸基本盘。

在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方面，国
务院决定新设46个综试区，加上已经
批准的 59 个，已经覆盖了 30 个省、
自治区、市，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
西双向互济的发展格局。综试区将继
续通过开展先行先试，并适用跨境电
商零售出口税收、零售进口监管等政
策措施。

在支持加工贸易发展方面，有关
部门将采取降低企业内销成本、扩大
内销选择性征税试点、优化加工贸易
结构、扩大商品准入范围等诸多措
施。同时，着力提升加工贸易技术含
量和附加值，延长产业链，由加工组
装向技术、品牌营销转变，推动生产
制造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

在举办网上广交会方面，本届网
上广交会将主要包括线上展示对接平
台、跨境电商专区、直播营销服务三
部分内容，为参展企业和采购商提供
网上推介、供采对接、在线洽谈等服
务，让中外客商足不出户下订单、做
生意。

任鸿斌表示，为了帮助企业开拓
新的市场，商务部准备从以下几方面
发力：

精准帮扶企业。对全国 40 多万家
外贸企业复工复产订单的情况进行摸
查，格外关注中小微外贸企业的困难。

充分发挥线上作用。尽快研究搭
建数字外贸服务平台，充分利用各种
技术手段，通过举办各类网上展会，
引导企业做好展前对接、线上推介、
现场直播、远程洽谈，便利企业新接
订单。

促进外贸产品内销。引导外贸企
业加大与国内大型电商平台合作，将
优质外贸产品通过电商进行线上线下
同步展示销售。同时，加快国际标准
与国内标准的对接，全面实施内外销
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工程，打通内
外贸“堵点”，加速外贸产品进入国
内市场。

保障国际物流供应链稳定畅通。
及时有效对接国际物流供需信息，重
点保障外贸产业链关键产品的生产和
进出口，优化提高国际航空货运能力，
提升中欧班列等货运通道的能力，全
力承接海运、空运的转移货源。

加强贸易促进等公共服务。及时
更新发布国别贸易投资环境信息、对
外投资合作国别指南等市场信息，支
持地方、行业组织、贸易促进机构搭
建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法律和
信息服务。

加强国际经贸合作。与国际社会
加强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共同促进
国际间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的畅
通，降低关税，减少壁垒，携手为全
球经济贸易稳定作出贡献。

“中国外贸本身发展韧性强、潜力
足、竞争力强，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不
会改变。特别是外贸企业的创新意识、
开拓新市场的能力、应对危机的能力，
都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有信心、有
能力通过更大的努力使外贸发展能够
取得良好成绩。”任鸿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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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外贸企业拓
展市场，提振企业和消
费 者 信 心 ， 4 月 3 日 ，
浙江海宁市举办历时一
个月的“2020海宁出口
商品展示展销会”。展
销会聚集了本市上百家
优质外贸出口企业，涵
盖多个行业的优质消费
品。图为市民正在出口
商品展销会上踊跃选购
商品。

沈 达摄
（人民视觉）

近期，安徽省安庆
市迎江区长风乡联兴村
一现代农业产业园企业
复工，抢抓工期，做好
果苗的春耕生产，同步
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通
过改为按件计酬模式，
提高工作效率，激发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图为
在该产业园内，农民正
在大棚里给火龙果的果
苗施肥。
黄有安摄 （人民视觉）

火龙果
富农家

本报北京 4 月
10日电 （记者王俊
岭） 4 月 10 日，国
家统计局发布了 2020 年 3 月份全国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 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最新数据显示：3
月CPI同比上涨4.3%，环比下降1.2%，1—3月平均CPI比去
年同期上涨 4.9%；3 月 PPI 同比下降 1.5%，环比下降 1.0%，
一季度PPI比去年同期下降0.6%。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认为，从环比看，
CPI由上月上涨0.8%转为下降1.2%。其中，食品价格由上月
上涨 4.3%转为下降 3.8%，影响 CPI下降约 0.9 个百分点，是
带动 CPI由涨转降的主要因素。PPI方面，国际大宗商品价

格下行，原油、钢材
和有色金属等行业产
品价格降幅有所扩

大，成为带动当期PPI下降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CPI上涨与疫情有一定关系，那么PPI的下降，疫

情一定是最主要的因素。”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剧锦
文认为，一方面，国内疫情导致企业复工复产延迟，企业生产
经营受到影响，盈利下降，需求减弱；另一方面，国外疫情严重
冲击了国际市场尤其是国际贸易，导致外需下降，PPI短期继
续承压。专家认为，中国经济自身保持平稳运行的韧性和一
系列稳经济、稳预期的政策举措出台，将进一步发挥货币政
策和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功能，形成供需良性互动。

本报北京 4 月
10 日 电 （记 者 李
婕） 2719 个新岗位
开放！近日，三峡集团开展“抗疫稳岗扩就业”专项行动，
在确保实现2020年度接收高校毕业生人数、农民工用工数、
新吸纳就业人员总数均不低于2019年度的基础上，大幅度吸
收各类就业群体，计划招聘总人数2719人，超过集团境内在
岗员工总数的1/10。

在此次公布的专项行动计划中，高校毕业生计划招聘

1748 人 ， 相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加 近 1200
人，增长比例超过

200%。其中，部分岗位还将重点面向湖北地区高校毕业生
招聘，同时对来自三峡库区和金沙江库区的家庭贫困毕业
生给予重点关注。社会成熟人才计划招聘971人，相比去年
同期增加 419 人，增长比例达 76%。在招聘一线产业工人
时，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贫困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的求
职人员。

本报电（何木保、蔡泽全、沈
佳佳） 近年来，广西钟山县大力推
进产业扶贫，坚持把发展砂糖橘作
为扶贫特色主导产业之一来抓，钟
山砂糖橘的种植、加工、销售等一
条龙服务产业链正在成为全县脱贫
致富的助推器。

该县凤翔、回龙、公安、清塘
等9个乡镇发展砂糖橘水果面积8万

多亩，其中挂果 6 万多亩，年产量
超过18万吨，有效带动包括贫困户
在内的近4000户果农增收致富。全
县种植规模在 20 万亩以上。同时，
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合作社
入股等方式，使2.2万贫困人口实现
就业或增收脱贫。

种植砂糖橘水果，也带动了相
关产业发展。凤翔镇种植砂糖橘年

产水果2000万斤以上，成为当地远
近闻名的砂糖橘水果集散中心，通
过种植、务工、销售、运输等方
式，有效带动了全镇 430 户贫困户
实现增收。

据凤翔镇舞龙村第一书记张尤
菲介绍，从1985年开始，舞龙村沙
糖橘水果种植面积从原来的80亩发
展到现在的 1500 多亩。“舞龙村共
有贫困户340户，先后有200多户通
过种植砂糖橘水果实现了脱贫致
富。”张尤菲说。

3月份全国CPI重回“4区间”

三峡集团开放2719个就业岗位

钟山打造砂糖橘扶贫产业链钟山打造砂糖橘扶贫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