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央行昨公佈，6月新增貸款1.38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為年內第三次單月超萬億。持續放量的信貸湧向按揭房貸和政府基

建領域，6月以按揭貸款為主的居民中長期貸款創歷史新高5,639億元，佔全部新增貸款

41%。央行指目前市場流動性充裕。分析人士預計，未來信貸或回落，但市場流動性有

望持續改善，降準預期下降。但同時，數據顯示經濟下行壓力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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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央行：：經濟下行壓力仍大經濟下行壓力仍大
66月新增貸款月新增貸款11..3838萬億萬億 居民房貸佔比四成居民房貸佔比四成

經濟下行壓力增加的原因
1

2

企業活期存款大幅增加，至使M1升幅大於M2
■定期存款與活期存款的利息差收窄
■企業投資意願較弱，「持幣待投」傾向明顯
■樓市活躍，大量居民存款轉換為房地產企業的活期存款
上半年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減少1.28萬億元，同比少增1.31萬億
元，顯示企業投資貿易減少

今年上半年貸款增加7.53萬億元，同
比多增近萬億元，創歷史最高紀

錄。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研報指出，
新增貸款規模超預期，一方面反映了銀
行半年度衝業績時點效應的衝動，另一
方面可能有新項目實施帶動企業中長期
貸款增加較多。另外，樓市持續火爆，
令居民和中長期貸款持續大幅增長。

M2餘額149萬億超GDP一倍
從貸款結構來看，個人按揭貸成為
了天量信貸投向重點之一。上半年住
戶部門貸款增加2.95萬億元，其中，
中長期貸款增加2.62萬億元。6月居
民中長期貸款創歷史新高5,639億元，
佔全部貸款的41%。
從貨幣供應看，6月末，廣義貨幣
（M2）餘額149.05萬億元，同比增長
11.8%。央行統計調查司司長盛松成
在金融數據通氣會上表示，M2增速與
上月末和去年同期持平，都是
11.8%，這在歷史數據上較少見，說

明貨幣供應量較為平穩，沒有大起大
落，是好的現象。
他解釋，M2增速平緩的主要原因一個

是銀行承兌匯票大幅減少，導致企業保
證金存款下降，進而使得M2放緩；地方
債券大量發行，導致銀行體系貨幣派生
能力下降；三是外匯佔款近期持續下
降，引起派生存款減少。
「儘管M2增速不是很高，但實際

上增速和增量已經不小了。」盛松成
指出，目前M2餘額已經接近150萬億
元，超過GDP的一倍，在全世界都是
較高水平，說明市場流動性比較充
裕。

企業貿易減 銀行「死錢」多
不過，6 月末狹義貨幣M1 餘額
44.36萬億元，同比增長24.6%，增速
分別比上月末和去年同期高0.9個百分
點和20.3個百分點。另外，今年上半
年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也出現大幅
萎縮。盛松成解釋稱，這主要是企業

投資意願低「持幣待投」傾向明顯，
企業貿易往來減少，表明經濟下行壓
力仍大。
對於未來信貸走勢，中金研報預

計，隨着下半年房地產和基建放
緩，未來貸款增量仍將逐步回落，
資產荒壓力再現，新增信貸將回
落。
另外，M1和M2持續背離顯示企業
資金雖然寬鬆，但並沒有加快支出，
不少資金沉澱在銀行存款狀況，成為
「死錢」，沒有重新轉化為M2，對經
濟正面作用也不大。
中金預計，未來幾個月財政存款投

放仍會加快，結合近期人民幣匯率開始
重新企穩，外匯佔款也會開始恢復，資
金面邊際上會繼續改善，即使央行投放
力度減弱也無礙資金面的寬鬆。
招商證券也指出，央行於7月13日
投放中期借貸便利合計2,590億元，對
沖2,270億元到期規模，資本外流規模
風險可控，降準的必要性下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連續十二個季
度上升。中國銀監會昨日表示，截至
今年6月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
1.81%，比上季度末的1.75%再升0.06
個百分點。
銀監會部署下半年監管工作時，

把防範化解風險放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要求防範四大風險，並重點防
範好流動性風險，遏制不良貸款快
速上升。

重點防控四大風險
銀監會公佈數據稱，截至 6 月

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 1.81%；
銀行業金融機構貸款損失準備金
3.47萬億元，同比增長16.1%，撥備
覆蓋率保持在161.3%的較高水平；
主要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 13.2%，
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 10.7%，同比
上升0.4個百分點，資本和撥備仍然
較為充足。
銀監會主席尚福林表示，下半年要

重點防範好流動性風險、交叉金融產

品風險、海外合規風險、非法集資風
險等四類風險。同時，遏制不良貸款
快速上升，未來將進一步挖掘銀行業
金融機構回收核銷不良資產的潛力，
激發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批量市場化處
置不良資產的活力，提升地方資產管
理公司有效參與不良資產處置的能
力；擴大不良資產證券化試點機構範
圍。同時，將嚴查「熱衷當通道、做
過橋、加鏈條，資金脫實向虛」、
「違規辦理票據業務、簽訂抽屜協

議」，以及違規私售飛單和代理銷
售、誤導或誘導購買投資產品等行
為。

銀行業資產212.31萬億
統計指，截至6月末銀行業資產總

額212.31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同比增長 15.6%；各項存款餘額
150.59萬億元，同比增長10.7%；各
項貸款餘額106.69萬億元，同比增長
13.0%。

銀監：商銀不良率升至1.8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道）中證監
新聞發言人鄧舸昨天在證監會例會上表示，將於
8月13日起實施的《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
法》，總則是以信息披露為中心，更具寬進嚴管
的監管理念，放鬆管制、加強監管，逐步形成公
司自主決定的、市場約束有效的上市公司股權激
勵制度。鄧舸指出，考慮市場需要緩衝期，辦法
實施時，已經股東大會審議通過的方案繼續按照
原規定執行，未經股東大會審議或者新提出激勵
方案，則按照新規定執行。

參與上市公司逾800家
據了解，在此前徵求意見期間，關於該辦法的反
饋意見主要集中在激勵規模比例、股票定價機制、
時間窗口、中介機構作用、不當利益回吐機制等方
面，鄧舸透露，中證監採納了其中部分意見。截至

2015年底，推出股權激勵計劃的上市公司共有808
家，涉及股權激勵計劃達1,110個，其中有229家公
司推出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股權激勵計劃。

中阿兩國簽合作諒解備忘錄
此外，鄧舸表示，中證監與阿布扎比國際金融

中心金融服務監管局簽署了證券期貨監管合作諒
解備忘錄。根據該備忘錄，兩個監管機構可以攜
手開展相關行動，例如聯合培訓和技術協助等，
以增強兩個市場的高監管標準和實踐。經濟學家
宋清輝在接受本報採訪時指出，中國與阿聯酋在
金融領域互補性強，中阿雙方都有強烈的發展金
融合作的意願。在當前形勢下，中證監與阿布扎
比國際金融中心簽署合作諒解備忘錄，對於加強
雙方在金融領域的合作，促進中阿兩國金融市場
的長遠發展均具有現實意義。

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下月實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中國央行15日發佈的金融數據顯
示，6月份央行外匯佔款環比減少

977.27億元人民幣。對此，央行調查
統計司司長盛松成解釋，央行外匯佔
款減少主要與英國公投「脫歐」導致
的金融市場波動有關。但得益於外匯
資產升值，同期外匯儲備增加134.26
億美元。

央行提供外匯流動性
此前外匯佔款環比降幅已連續五個

月收窄，而6月降幅再度擴大。盛松
成稱，受英國公投「脫歐」影響，6
月下旬以來，國際金融市場出現較大
波動，全球避險情緒上升。為穩定市
場預期，減輕國際金融市場動盪對我

國外匯市場的短暫衝擊，人民銀行向
市場提供了少量的外匯流動性，由此
引起央行外匯佔款相應減少。但總體
上，人民幣匯率仍然按照以市場供求
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
機制有序運行。
值得關注的是，同期外匯儲備增加

134.26億美元，與外匯佔款變化方向
不一致。對此盛松成解釋，6月外匯儲
備與央行外匯佔款變化不一致，與一
系列因素有關，比如部分外匯儲備投
資的資產價格上漲，還比如一些其他
貨幣對美元匯率升值，導致我國部分
外匯儲備資產的幣值重估等等。

上月外匯佔款減977.27億人幣

■中國央行15日發佈的金融數據顯
示，6月份央行外匯佔款環比減少
977.27億元人民幣。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周五
出爐的多項經濟數據顯示國民經濟運行總體平
穩，A股波瀾不驚，窄幅震盪，最終滬綜指微升
0.01%，幾近平盤報收。本周滬指上漲2.22%，
周線錄得三連陽。
滬指昨小幅高開0.09%，隨後在高位窄幅震
盪，盤中兩次探底，後得鋼鐵等權重股護盤，引
領股指企穩回升，早市跌0.05%。午後量子通信
板塊崛起，滬指翻紅。

成交量較前日縮198億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054點，漲0.28點或
0.01%；深成指報10,823點，跌30點或0.28%；
創業板指走勢較弱，最終報2,263點，跌29點或

1.28%。兩市共成交 5,681 億元（人民幣，下
同），較前一日縮量 198 億。本周滬指升
2.22%，深成指周漲 1.99%、創業板指周漲
1.11%。
有分析稱，量子通信迎來重大投資機遇，從

中央到地方陸續出台政策推動，未來3年約有
20個城市將建量子通信城域網；另一方面，全
國範圍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網絡安全檢查啟動，8
月中國首顆量子衛星將發射，年底前量子通信
「京滬幹線」亦將建成。量子通信板塊領漲，
漲幅超3%。油改概念、西藏板塊、次新股、鋼
鐵、超導概念等漲幅居前，航天航空、國產軟
件、食品安全、北斗導航、雲南板塊等均收於
綠盤。

經濟數據穩 滬指平盤收

香港文匯報訊 招商局國際（0144）昨發盈
警，預期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的盈
利將較去年同期大幅下跌。招商局國際2015年中
期經常性盈利按年升17.1%至24.66億元，純利按
年升29.41%至27.81億元。公司股價昨收報20.35
元，跌6.221%。

通告指出，中期業績預期下跌，主要歸因於：聯
營公司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公司預計截至
2016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錄得淨虧損，而去年
同期錄得淨利潤約15.18億元人民幣；去年同期出
售附屬公司的收益0.52億港元及視為出售聯營公司
權益的收益2.6億港元將不會在本年出現。

受累聯營虧損 招商國際發盈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

道）國資委昨天公告稱，經報國務院
批准，中國中紡集團公司整體併入中
糧集團有限公司，成為其全資子企
業，中紡不再作為國資委直接監管企
業。目前，國資委負責監管的央企數
量將從106家減少至105家。

業務互補協作共贏
今年3月18日，中糧、中紡、中儲
糧總公司簽署戰略協議，明確三方將
通過合作，實現業務互補和協作共
贏。有分析認為，中紡整體併入中
糧，兩者各自重要的糧油板塊存在重

合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而更長遠地
看，中糧與中儲糧也存在更深層次的
整合、乃至合併的可能。

中糧集團資產逾719億美元
中糧擁有包括種植、採購、倉儲、
物流和港口在內的全球生產採購平台
和貿易網絡，集團資產超過719億美
元，336個分公司和機構覆蓋140多個
國家和地區。
中糧旗下擁有9九家上市公司，其
中包括中國食品（00506.HK）、中糧
控 股 （00606.HK） 、 蒙 牛 乳 業
（02319.HK） 、 中 糧 包 裝 (00906.

HK)、大悅城地產（00207.HK）五家
在香港上市公司，以及中糧屯河
（600737.SH） 、酒鬼酒（000799.
SZ）、中糧地產（000031.SZ）和中
糧生化（000930.SZ）四家內地公司A
在股掛牌。
中紡專注於紡織和糧油兩大主業。

紡織業務涵蓋棉花、羊毛貿易、棉紡
生產、紡織品服裝的貿易和生產等是
中國最大的棉花貿易商和大豆貿易
商；糧油業務包括大豆、玉米、油菜
籽、豆油、棕櫚油等的貿易、加工、
倉儲物流等，也是內地三家糧食直屬
加工企業之一。

中紡中糧合併 央企減至10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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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光大銀行（6818）昨公告，主要
股東中國光大集團股份公司通過二級市場買入方
式增持該行股份合計約4.25億股，佔總股本的
0.91%，增持後持股比例提高至28.88%。未來三

個月內，光大集團還將擇機增持光大銀行
（6818）股份，增持數量不少於1,000萬股，不過
在增持完成後，光大集團及其下屬子公司合計持
股比例不會達到光大銀行已發行總股份的30%。

光大集團擬續增持光銀

■A股昨窄幅震盪，
最 終 滬 綜 指 微 升
0.01%，幾近平盤報
收。 中新社

■至今年6月
末，商業銀行
不良貸款率為
1.81%。

資料圖片

來源：人民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