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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密集調研 放緩緊縮現曙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曉靜、江鑫嫻 北京報道）

為壓抑通脹，內地央行今年以來已6次提高銀行存款

準備金率，這使得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達到

21.5%的歷史高位。在央行不斷收緊錢袋子之下，

大批中小企業開始面臨「錢荒」，浙粵中小企業更現

「倒閉潮」。據悉，工信部已就此赴多地調研，相關

司局正醞釀新政，或適度

放緩緊縮政策節奏。

據《華夏時報》報
道，工信部已經陸

續派出多批人馬赴地方
調研。調查組發現，目
前，浙江溫州和珠三角兩
個地區中小企業停工停產最為嚴重，溫州已有兩成的企業停工
停產，珠三角地區停產企業更是超過三成。

浙粵重災區 現「倒閉潮」
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抱怨稱，今年，溫州中小企

業的困難比2008年還要嚴重，而主要原因是，中央不斷收緊銀
根，使得大量中小企業出現「錢緊，錢荒」。
據工信部相關人士稱，早在今年5月，工信部即開展了中小企

業融資情況專項調查，且工作細緻到因資金鏈斷裂而倒閉的中
小企業戶數。該人士稱，目前，造成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最主
要因素是信貸規模的減少。而工信部相關司局正在草擬政策建
議，以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等問題，其中不乏要求有關部門適
度放緩緊縮政策的節奏等。
對此，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稱，浙粵兩地中小企業

多為出口導向型，加工貿易居多，在世界復甦步伐緩慢背景
下，出口艱難，產品、原材料積壓嚴重，庫存投資增加，流動
賬款增加，在這種情況下，融資變得更為困難，流動資金短缺
之下，融資難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中小企業除面臨融資難問題，亦面臨融資貴問題。調研報告

顯示，浙江多數地區民間借貸利率年息已經在25%到30%之間。

民間放貴利 超企業利潤
基安機械有限公司董事長陳紀恩稱，「現在銀根縮緊，應收

款擴大，銀行逼㠥企業還貸，但之前銀行貸款很鬆，銀行大量
放貸，現在一緊，民間借貸達到1分多，甚至2分，2分利比產品
的利潤率還高。」他進一步指出，「1分利息借款就要吃掉12%
的利潤，2分就吃掉24%的利潤，比產品的利潤率還高。」
對此，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霍德明在接受本報採

訪時指出，將銀行中小企業融資業務獨立是解決企業融資難的
一條出路。他說，儘管很多銀行設立了專門的中小企業融資部
門，但融資業務並未獨立，且受到整個信貸環境的制約。因
此，有必要研究是否需要建立專門的中小企業融資銀行。
霍德明進一步指出，除銀監部門可在貨幣上、信貸上進行結

構性調整，保證新增貸款向中小企業傾斜外，中小企業自身亦
應思考如何加快轉型。
曹遠征亦提出，中小企業資金壓力或恰成動力，促進中小企

業加快轉型。對於出口導向型的中小企業，應該更多地擴大內
需，此外，應增加服務比重，從製造業轉變到服務性行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
鑫嫻、劉曉靜 北京報道）

近日在內地民間流行㠥一句話：「現在不流行
搶銀行，流行銀行搶錢。」不斷收緊的銀根令
向來「不差錢」的銀行亦面臨「錢荒」，而在各
家銀行攬儲無力、狂發理財產品之餘，銀行間
市場還在上演新一輪的搶錢大戰，伴隨而來的
是回購利率飆升並再次超過貸款利率。

受到央行上調準備金率以及半年考核時點臨
近因素綜合影響，15日，銀行間拆借市場各檔
次利率水平均呈現大幅上漲。其中7天回購利率
在前日收盤漲至4.18%之後，15日開盤即站上
6%的高點，除盤中曾短暫跌落至5.8%之外，全
天成交價格均超6%，盤中成交利率最高達到驚

人的7.1%。
按照現行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6.31%計算，僅

僅一天時間，銀行間市場資金價格就將貸款利
率甩在身後。這也是繼去年年中出現回購利率
超貸款基準利率之後，銀行間市場再度上演的
搶錢大戰。

頻推理財產品「誘存款」
同時，層出不窮的理財產品也成為銀行搶錢

的新「利器」。普益財富的數據顯示，僅今年一
季度，銀行理財產品的發行數量就達到了3,691
項，同比增幅達107.71%，發行規模約4.17萬億
元人民幣，已超過2010年全年銀行理財產品發
行規模的一半。 而且期限偏重於短期，根據數

據，5月份共有1,506款銀行理財產品到期，數
量較4月份增加4.51%。

據《華夏時報》報道，銀行的這種短期理
財產品，短的三五天、長則幾個月，年化利
率最低也有3%-4%。有的銀行在每月的最後
一天還固定推出一兩天的理財產品，年化利
率可以達到5%，但資金起步額是50萬-100萬
元。

一位銀行人士表示，由於銀監會6月份開始採
用日均存貸比考核，使得銀行更關注日均存款
數據，銀行傾向於設計理財產品均勻到期，而
減少前期在月末關鍵時點轉回表內的操作，今
年前5個月的理財產品預期收益率在3%-5%，佔
到發行量的64%，而去年僅有26%。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曉靜 北京報

道） 國家統計局18日公布5月份中國70
個大中城市住宅銷售價格變動情況。數
據顯示，內地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房價
格環比下降和持平的城市都有增多，同
比漲幅超過10%的城市明顯減少。業內
人士指出，受資金鏈緊張影響，三季度
或現房價拐點。
5月份數據顯示，內地70個大中城市

中，有67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同比
上漲。其中，石家莊、瀋陽、鄭州、南
昌、蘭州、西寧、昆明、洛陽、襄樊、

岳陽、吉林、牡丹江的房價同比漲幅均
在7%之間，丹東以9.8%的價格漲幅居全
國之首。一線重點城市中，北京房價同
比上漲2.6%，上海上漲1.6%，深圳上漲
5.1%，廣州上漲3.8%，杭州下降了1%。

房價現拐點 料在三季度
與上月相比，中國70個大中城市中，

有50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繼續上
漲，價格下降的城市有9個，持平的城
市有11個。與4月份相比，5月份環比價
格下降和持平的城市增加了6個。上
海、深圳、北京、廣州等城市新建商品
房價格環比上漲，但環比漲幅均低於
0.5%。杭州、南京、廈門、哈爾濱的房
價已經停止上漲；合肥、福州、天津、
無錫、北海的房價環比出現下降。
二手房方面，與4月相比，5月份70個

大中城市中，46個城市的二手房價格繼
續上漲，23個城市二手房價格下降。
對此，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綜合研

究部部長楊紅旭預計，房企資金鏈已經
面臨較大考驗，且按此態勢發展，房價
整體由漲轉跌的時間估計在三季度，
7、8月的可能性很大。

樓價放緩城市增多

中小企錢荒告危
國家釀新政救急

銀根緊缺

銀行從「不差錢」到「搶錢」

在拉動經濟增長的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

車」中，投資屬間接需求，消費和出口屬直接需

求，但國家統計局發佈的5月數據顯示，在投資強

勁增長的同時，屬直接需求的消費和出口增速卻在

回落。有專家認為，「十二五」應是加快發展方式

轉變、調整經濟結構之際，然而5月份的數據表明，

中國的經濟結構再次面臨挑戰。

地產泡沫續膨脹 居民收入比重降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諮詢部研究員王小廣表示，前5個月中

國經濟增長還是處於傳統的增長方式，經濟結構可以說是進

一步失衡。這種失衡表現為，儘管GDP經濟增長強勁，但是

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沒有明顯遏制，房地產泡沫仍然在膨

脹，居民收入佔GDP的比重仍在下降；地區差距沒有縮小，

區域不平衡並沒有得到明顯改善。

數據顯示，5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14,697億元，同比

增長16.9%，增速比4月份回落0.2個百分點。如果扣除物價因

素，實際消費增長更為軟弱。

拉低消費的是房地產和汽車消費。今年以來，政府實施更

嚴厲的房地產調控，特別是許多城市的限購措施使房地產需

求大幅收縮，成交量下降。這也影響了與房產相關的家居、

家電等產品的銷售。在購置稅政策退出、一些城市治堵限購

政策的影響下，4月國內汽車產銷出現27個月以來首次負增

長後，本是汽車傳統銷售旺季的5月再次陷入負增長。

在出口方面，出口增速連續兩月回落。中國5月份出口同

比增速從4月份的29.9%放緩至19.4%，進口同比增速從4月份

的21.8%上升至28.4%。

高耗能投資偏熱 原材料價格上揚
另外，高耗能投資居高不下也是經濟失衡的重要證據之

一。今年是近幾年電力供需形勢最為緊張的一年，電力缺口

總量可能超過歷史上最嚴重的2004年。　　

同時，原材料價格上漲，由於國際原油和鐵礦石價格的

推動，PPI通脹率保持在約7%的水平上已經超過5個月。主

要原因在於國內投資偏熱，進口了大量原油、鐵礦石。專

家警示，實際上，這種經濟增長並不實惠，目前中國鋼鐵

行業的平均利潤率僅為3.5%左右，相比之下，國外鐵礦石

三巨頭的平均利潤率接近40%，中國鋼鐵產能的擴張影響

了國內生態環境，同時利潤被國外廠商拿走，這是不可持

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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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劉曉靜 北

京報道）國家統計局日前發佈數據顯示，中
國前5月固定資產投資90,255億元，同比增長25.8%，投資呈現逐
月上升態勢。其中，地方投資旺盛，成投資一大動力。來自國
家發改委的專家表示，地方投資的熱潮很大原因來自於投資調
控的不到位。
據《中國經營報》報道，地方投資熱潮也是投資的一大動

力。2011年前5個月，中央項目投資增速從2.6%降到0.3%，而
地方項目投資增速從27.4%上升到28%，兩者的運行趨勢完全
相反。

對地方調控「欠到位」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諮詢部研究員王小廣表示，實際上，地方

投資增速的統計還有所低估，其統計有所保留，因為高投資數
據或會招致更多議論和嚴厲調控。
國家發改委的一位專家表示，地方投資的熱潮很大原因來自

於投資調控的不到位，目前宏觀調控對於地方投資的態度仍然
曖昧，緊縮銀行信貸，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收縮流動性等方面
雖然約束，但是地方政府項目對於這種數量工具並不敏感。
政府項目建設有一個周期，短則三五年，長則十年，不管央

行加息，還是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各地仍然要籌措資金加大馬
力建設，除非自上而下的行政干預，否則地方項目投資的熱潮
還會繼續。
另外，中國固定資產投資高企的主要原因，是房地產投資的

增長。

地方投資 高燒不退
逆市增長

■為壓抑通脹，央
行今年以來已6次提
高銀行存款準備金
率，達到21.5%的
歷史高位。圖為內
地商場大促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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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統
計局18日
公 布 5 月
份中國70
個大中城
市住宅價
格指數，
顯示更多
城市房價
下降或者
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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