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初至今，金融体系加大了对实体经济
资金支持。日前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
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达 12.06 万亿元，
比上年同期多增 1.77 万亿元。与此同时，一
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 8.34 万亿元，比上年同
期多增 6636 亿元，也是统计上的高点。

对于货币政策如何发力，人民银行货币
政策司司长孙国峰表示，人民银行将按照国
务院常务会议要求，适时运用降准等货币政
策工具，进一步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
受疫情严重影响行业和中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支持力度，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降低
综合融资成本。

3月末，基础设施业中

长期贷款增长13.2%。

比上月末低

0.5个百分点

3 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

款余额增长29.5%。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中长

期贷款余额增长31.9%。

工业中长期贷款增速较高工业中长期贷款增速较高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持续高增长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持续高增长

3 月末，全部产业本外币中长期贷款余额 71.6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9%，比同期全部本外币贷

款的增速高0.9个百分点。

一季度，全部产业中长期贷款新增 3.59 万亿

元，同比少增4215亿元。

工业的中长期贷款增速较高基础设施业中长期贷款增长有所回落基础设施业中长期贷款增长有所回落

3 月末，工业中长期贷款

增长 20.7%，明显快于全部
产业的中长期贷款增速。

出口相关行业中长期贷款增速较快出口相关行业中长期贷款增速较快

3 月末，出口相关行业

中长期贷款增速31.8%。

比上月末回升

了0.6个百分点

此次降准共计释放长期资金约 5300 亿元。此次降准为全
面降准，除已执行 5%存款准备金率的部分法人金融机构外，
对其他金融机构普遍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0.25 个百分点。对没
有跨省经营的城商行和存款准备金率高于 5%的农商行，在下
调存款准备金率 0.25 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再额外多降 0.25 个
百分点，有利于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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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求进稳中求进 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多管齐下多管齐下””

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表示，
我国房地产市场区域特征非常明显，
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和首付比例的确
定遵循因城施策的原则，采用了“全
国—城市—银行”三层定价机制。

具体来说，全国层面，首套房贷
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基础利
率（LPR），二套房的房贷利率不得
低于相应期限 LPR 加 60 个基点，这
是全国都要遵守下限政策。人民银
行各省分支机构则指导省级市场利
率定价自律机制，在全国政策下限
的基础上，确定辖内每个城市的贷
款利率加点下限，实践中多数城市
直接采用了全国下限标准。

对于近期多地房贷利率出现下
调，邹澜介绍，近期，房贷利率下调
主要发生在银行层面。3月，由于市

场需求减弱，全国已经有 100多个城
市的银行根据市场变化和自身经营
情况，自主下调了个人房贷利率，平
均下调幅度在 20个到 60个基点。

部分省级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
制也配合地方政府的调控要求，根
据城市的实际情况，在全国政策范
围内，下调了本城市首付比例下限
和利率下限，这是地方政府、银行根
据市场形势和自身经营策略做出的
差别化市场调整，适应了房地产市
场区域差异的特征。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坚持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定位，围绕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目标，因城施策配合地方政府履行
好属地责任，更好满足购房者合理
住房需求。

多城下调房贷利率多城下调房贷利率

按照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
求，人民银行将创设科技创新和普
惠养老两项专项再贷款。 4 月 14
日，孙国峰对两项新专项再贷款进
行了介绍。孙国峰表示，目前人民
银行正在会同有关部门抓紧落实上
述两项专项再贷款，尽快推动两项
政策工具落地见效，发挥好货币政
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更加
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关于科技创新再贷款，孙国峰
表示，人民银行将通过科技创新专
项再贷款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加
大对科技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 。
该工具支持企业的范围包括“高新
技 术 企 业 ”、“ 专 精 特 新 中 小 企
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制造
业单项冠军企业等科技企业。总

额度为 2000 亿元，利率 1.75%，采取
“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金融机
构向企业发放贷款后，人民银行按
季对符合要求的贷款期限 6 个月
及 以 上 的 科 技 企 业 贷 款 本 金 的
60%提供资金支持。

关于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他
介绍，初期先选取浙江、江苏、河
南、河北、江西等五个省份开展试
点，试点额度为 400 亿元，利率为
1.75%。金融机构按市场化原则向
符合标准的普惠性养老机构项目发
放优惠利率贷款，贷款利率与同期
限、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大致
持平。专项再贷款采取“ 先贷后
借”的直达机制，按季发放，人民银
行对符合条件的贷款按贷款本金等
额提供专项再贷款资金支持。

新设两项专项再贷款加速落实

随着美元指数不断走强突破
100，人民币汇率能否保持稳定备受
市场关注。孙国峰指出，今年以来人
民币汇率有升有贬，双向浮动，目前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水平与上年末大
致持平，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了决
定性作用。总的看，人民币汇率弹性
增强，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了基本
稳定。

展望未来，孙国峰表示，下一步

人民银行将坚持以我为主，主要根
据国内经济形势把握好稳健货币政
策实施的力度和节奏，增强人民币
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
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功能，保
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
基本稳定，把握好内部均衡和外部
均衡的平衡。同时密切监测国际宏
观经济金融形势，稳妥应对外部环
境变化的冲击。

人民币汇率弹性“以我为主”

邹澜表示，受疫情近期多
发、部分居民收入下降、房地产
建筑营销活动受阻等因素影响，
商品住宅销售额出现了下滑，个
人住房贷款发放额也有小幅回
落。

对于个人住房贷款的信用
风险情况，邹澜指出，我国个人
住房贷款的资产质量整体较好，
不良率长期维持在 0.3%左右的
较低水平。也就是说，每 1000 笔
个人住房贷款大约只有 3笔暂时
处于不能正常还款的状态。从
历史上看，我国个人住房贷款质
量与就业、收入关系非常密切，
反而受房价波动影响比较小，这
与有些国家的情况有较大差异。

数据显示，我国商业性个人

住房贷款余额 38.8 万亿元，公积
金贷款余额约 7 万亿元，两项合
计超过 46 万亿元，对应大约 1 亿
笔贷款。

邹澜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部分居民收入受到短期
影响，存在推迟偿还月供、重新
安排还款计划的需求，银行从贷
后风险管理的角度出发，对于此
类特殊情形，也需要有针对性的
安排。因此，2020 年 1 月，人民
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其
中明确对于受疫情影响的四类
人群，金融机构要灵活调整住房
按揭、信用卡等个人信贷还款安
排，合理延后还款期限，对因疫
情影响未能及时还款的可不作
逾期记录报送。

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
孙天琦表示，当前，我国金融体
系总体稳健，风险收敛，服务实
体 经 济 的 能 力 和 水 平 显 著 提
升。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会同相
关部门，不断提高金融监管有效
性，完善有效制衡的金融机构公
司治理体系，推动建立中小金融
机构多渠道市场化资本补充机
制，引导中小金融机构找准定
位，服务当地、服务小微和“三
农”、服务城乡居民，持续推进金
融机构稳健经营，更好服务经济
高质量发展。“地方政府要加强
信用环境建设，打造良好的金融
生态环境，为区域经济金融良性

循环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他
强调。

在风险化解的举措上，孙天
琦表示，对于增量高风险机构，
建立具有硬约束的早期纠正和
限期整改机制，将央行评级、监
管评级与早期纠正有序衔接，对
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
处置，确保早期纠正的及时性。

“限期整改”的硬约束，就是“不
纠正即处置”，不使高风险机构
在一些地方出现淤积。同样，对
于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非
法金融活动，要早认定、早处置，
认定要准，下手要稳、下手要快、
下手要坚决。

建立早期纠正和限期整改机制

灵活调整住房按揭等还款安排

一季度产业贷款投放结构特点一季度产业贷款投放结构特点

2022 年一季度流动性合理充裕，金融总量稳定增
长，信贷结构优化，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不断提升。

流动性合理充裕流动性合理充裕 金融总量稳定增长金融总量稳定增长

3月末，广义货币供应

量M2同比增长9.7%。

分别比上月末和

上年末高0.5和0.7
个百分点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

比增长10.6%。

分别比上月末和

上年末高0.4和0.3
个百分点

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普惠型小微贷款余额

同比增长24.6%。

比各项贷款的增

速高13.2个百分点

普惠小微授信户数为

5039万户。
同比增长42.9%

央行充分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精准导向作用，
强化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企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企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一季度，央行持续完善中央银行政策利率体系，
优化存款利率监管，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改革
潜力，带动一年期 LPR 和五年期 LPR 分别下降十个
基点和五个基点，推动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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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关 链 接

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中国
人民银行决定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
率 0.25 个百分点（不 含 已 执 行 5% 存 款 准 备 金 率 的 金 融 机
构）。为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的支持力度，对没有跨省
经营的城商行和存款准备金率高于 5%的农商行，在下调存
款准备金率 0.25 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再额外多降 0.25 个百分
点。本次下调后，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 8.1%。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20222022年年44月月2525日日
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此次降准释放多少资金？

此次降准后有什么综合考虑？

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一是密切关注物价
走势变化，保持物价总体稳定。二是密切关注主要发达经济
体货币政策调整，兼顾内外平衡。同时，保持流动性合理充
裕，促进降低综合融资成本，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