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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李理 北京

報 道 ） 中 國 人 民 銀 行

（昨日）11日發佈的數據顯

示，2010年新增人民幣貸款達

7.95萬億元，超出年初制定的7.5萬億

元信貸規模4,000多億元。此外數據

還顯示，截至2010年末，廣義貨幣

（M2）同比增長19.7%，也超出年

初制定的增長目標。對此，分析

人士認為，如果貸款和貨幣繼

續按此速度增長，將進一步推

高通貨膨脹並引發銀行壞賬

和資產泡沫風險。因此，央行料

將在短期內再出招抑制流動性過度擴張。

央行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12月末，廣義貨幣（M2）餘額為72.58
萬億，同比增長19.7%，高於11月末19.5%的增幅，也明顯高於

經濟學家19.1%的預期增幅。

今年新貸料低於7.6萬億
在信貸方面，中國去年12月份新增人民幣貸款4,807億元（合726億

美元），低於11月份的人民幣5,640億元。去年全年新增人民幣貸款總
計7.95萬億元，超出了7.5萬億元的官方目標，凸顯了政府在抑制信貸
增長方面所面臨的挑戰。

不過，與往年不同，本月6日閉幕的央行年度工作會議未對外明確
2011年新增貸款規模指標，但市場普遍相信央行已在內部設定目標。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余斌早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記
者採訪時曾透露，2011年新增信貸目標料將略低於7.6萬億。

四大行新貸增幅須控在14%
此外，另據彭博引述3名知情者的話指，根據中國央行管理信貸擴

張的新制度，中國四大銀行可能需要將今年的貸款增幅控制在14%左
右。知情者稱，央行就新制度方案在上周與幾大銀行進行了溝通。根
據新制度，各銀行應提取的差別準備金將取決於貸款增幅、最低資本
適足率，以及政府的通膨目標和經濟成長目標等指標。

大量熱錢恐已流入樓市
至於中長期貸款在2010年激增4.20萬億，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

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不排除已有大量資金進
入樓市，因此，決策層或將研判樓市資金流情況後再度出招調控。」
中國建設銀行高級研究員趙慶明則認為，M2超出預期主要在於外

匯佔款的高企。不過，趙慶明稱，12月份人民幣新增貸款較前月回落
已經反映出經濟增長所需的真實信貸需求。
郭田勇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貸款供應量增加必然將

增大未來通脹壓力，央行應盡量平衡微觀和宏觀穩定的關係。郭田勇
指出，今年經濟形勢尚不樂觀，因此，央行需提高貨幣政策操作針對
性，以達到抑制通脹目標。

去年新貸7.95萬億 貨幣增19.7%  專家稱增資產泡沫風險

信貸貨幣雙超標
央行近期或出招

據中新社北京11日電 央行11日公佈的最新
數據顯示，至2010年12月，中國外匯儲備達
28,473.38億美元，同比增長18.7%，黃金儲備
維持在3,389萬盎司的水平。金融機構外匯佔款
225,795.14億元人民幣，增速超市場預期。為
此，外匯管理局表示，將加強跨境資金流動監
管，積極應對和打擊熱錢等異常跨境資金流
動。
按此前央行已公佈的數據計算，去年四季度

中國新增外儲1,990.35億美元。而當年
12月中國新增外匯佔款4,033.18億元人
民幣，超出市場此前預期的3000億元人
民幣。外匯佔款新增數據廣受外界關
注，市場常將外匯佔款作為境外資金流
入乃至「熱錢」的標尺之一。

外匯佔款逾22.5萬億
值得留意的是，就在昨晚，中國國家

外匯管理局發表其官員言論稱，目前國
內對「熱錢」規模的流行算法「新增外
匯佔款－貿易順差－實際利用外資＝熱
錢」不能反映跨境資金流動的真實情
況，產生跨境資金流動的交易項目除貿
易及利用外資外，還有服務、收益、經
常轉移、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等。

當局將加強熱錢監管
為減少境外資金湧入帶來的本幣壓力，中國

當局在改進外匯監管方式、監控跨境資金流動
的同時亦稱，將推動境內資本市場開放和資本
流出，允許更多類型的機構從事合格境內機構
投資者（QDII）業務，並在風險可控的前提
下，有選擇、有重點地推動資本項目可兌換進
程。

內地12月外儲
逾2.8萬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證券報》報道，國家統
計局將於本月中下旬公佈2010年主要經濟運行數
據。專家預計，由於外需增長超出預期，2010年國
內生產總值(GDP)增速將達到或略超10%，其中四季
度GDP增長9%左右。在蔬菜等新漲價因素帶動下，
2010年居民消費價格(CPI)上漲3.3%左右，超過3%左右
的預期目標。

全年GDP料增10%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部研究員張立群認為，

2010年2季度以來中國經濟出現回落態勢，但總體保持
較高速度，預計全年GDP增速達10%左右。在基期因素
帶動下，第4季度GDP增速低於第3季度的9.6%。

也有專家指出，2011年中國面臨一定的經濟下滑風
險。在較高基數以及政策刺激進一步淡出的背景下，未
來出口、重要商品消費以及投資增速均有可能回落。

全年CPI或漲3.3%
物價方面，國家發改委相關負責人日前指出，遏制物

價上漲的一系列措施已經初現成效，2010年12月CPI同
比漲幅將降至5%以下，低於11月的5.1%。

從2010年總體情況看，物價呈現明顯的前低後高態
勢，全年漲幅預計達到3.3%左右。如果2010年12月CPI
環比漲幅達到0.8%以上，全年漲幅甚至達到3.4%。分析
人士稱，2010年經濟增速超過8%的目標，而物價則超
過了3%的目標，短期看，控制通貨膨脹將成為宏觀調控
的側重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 北京報道）

央行昨日公佈的數據顯示，2010年無論是
新增信貸還是廣義貨幣（M2）增速均超
出預期，再次驗證現時內地市場流動性
存在過剩問題。多名經濟學專家和市場
人士均認為，在2011年貨幣政策收緊幾成
定局之時，信貸M2雙雙超預期或給決策
造成一定壓力，未來政策收緊的必要性
陡增。

通脹續高企 首季或加息
上海財經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12月單月信貸投放4,807億，儘管環比回落
近1,000億，但仍超過早前市場一致性預期
的3,800億。李健稱，根據歷年經驗，近幾
年12月份單月貸款投放均為4季度最高，
反映出商業銀行放貸衝動比較強烈。

李健表示，儘管決策層已明確2011年實
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但礙於年初未完工
項目對後續信貸需求高等因素影響，相
信央行未來信貸調控壓力仍然較大。
高盛經濟學家于松亦認為12月份信貸

數據表明政府有必要繼續收緊貨幣政
策。于松指出，由於商業銀行習慣在上
半年集中放貸，因此，政策收緊必要顯
得更為迫切。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則表示，

2011年的信貸調控政策將凸顯靈活性，但
預計全年信貸管理目標在7萬億至7.5萬億
之間。連平稱，央行對於信貸投放的調
控力度將前緊後鬆。
連平又指，一季度央行料將會提高利率

25個基點。此前多名內地經濟學家亦曾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針對高位運行的
CPI，2011年一季度央行或將繼續加息。

內地流動性過剩
政策收緊壓力增

內地2010年按月新增貸款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月

(單位：億元人民幣)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3
,90
0

7,0
01

5,1
07
7,7
40

6,3
94

6,0
34

5,3
28
5,4
52 5,9

55
5,8
77
5,6
40

4,8
07

 資料來源：新華社

去年經濟數據
本月中下旬出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逸 上海報道）交行金融研究中心昨日發佈
報告稱，在貨幣政策進一步趨緊、信貸管控更趨嚴格、房地產類貸款
難以快速增加的情況下，預計2011年信貸增速進一步回落。但考慮到
實體經濟信貸需求依然強勁，新增貸款絕對量依然不低。交行預計
2011年全年新增貸款規模在7萬億至7.5萬億（人民幣，下同）左右，
人民幣貸款餘額增速為14.5%至16%。
綜合2011年國內外經濟形勢，交行認為，貨幣政策的總體基調是

「穩健」，但同時會兼顧保持經濟平穩增長和促進結構調整，基本會採
取「穩中偏緊」的策略。在此基礎上，公開市場操作將會偏向淨回籠
資金；2010年推出的超短期融資券豐富了市場操作工具，不排除推出
新品種的可能；從期限結構看，公開市場資金回籠將以短期品種為
主。
交行還表示，2011年準備金率及利率均有繼續上調的必要，第一季

度存貸款基準利率或上調1-2次，每次0.25個百分點。人民幣亦將繼續
保持小幅升值態勢。

交行：需求仍強勁
今年新貸規模難降

據中新社北京11日電 國家統計局11日對外公布了
2009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最終核實數據。按
不變價格計算，2009年中國GDP比上年增長9.2%，比
初步核實數提高了0.1個百分點。

國家統計局介紹說，按照GDP核算程序，根據2009年
有關統計年報和部門會計、財政決算資料，在初步核實
數的基礎上，對2009年GDP數據進行了最終核實。最終
核實結果為，2009年中國GDP現價總量為340,.903億元
人民幣，比初步核實數增加了396億元。

內地09年GDP
最終核實增9.2%

■央行11日發佈的數據顯示，2010年新增人民幣貸款達7.95萬億元，超出預期。圖為內地一名民眾在工商銀行諮詢汽車貸款事宜。 資料圖片

■央行11日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2010年12月中
國外匯儲備逾2.8萬億美元。

■國家統計
局將於本月
中下旬公佈
2010年主要
經濟數據，
預 計 全 年
C P I 或 漲
3.3%。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中長期貸款
在2010年激增4.20萬億，不排除已有大量資金進入樓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