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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內地貨幣信貸增速季節性放

緩，人民銀行昨公布，10月新增貸

款6,898億元（人民幣，下同），

略低於市場預期的7,500億元左右

水平，較9月的1.9萬億元減少逾

60%；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1.42萬

億元，較 9 月的 3.48 萬億元減少

60.6%；廣義貨幣(M2)供應也較9

月下跌。市場分析認為，10月信貸

稍低但結構較好，數據彰顯中國經

濟有較好活力，料貨幣政策暫時無

需大幅調整。

■人民銀行公布10月新增貸款6,898億元人民幣，略低於市場預期。不過分析認為，
10月信貸結構較好，料貨幣政策暫時無需大幅調整。 資料圖片

特 刊

10月信貸增幅稍低無損經濟活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記者 孔雯瓊 上海
報道）中國證監會要滬深交易所對上市
公司把好入口關。證監會昨天表示，要
把提高上市公司質量作為上市公司監管
的重要目標，把好「入口關」，為市場
引入源頭活水，從源頭上提升上市公司
質量。滬深交易所要關口前移，堅守板
塊定位，在上市推廣、審核等各環節，
承擔起監管責任。證監會網站刊登的新
聞稿指出，在把好入口的同時，也要暢
通「出口關」，抓好退市制度改革落地
實施。堅決打擊各類惡意規避退市行
為，嚴肅處置通過煽動纏訪鬧訪等方式
對抗監管的行為。

科技股回調創指跌逾3%
至於昨日滬深A股表現，兩市早盤跳空
低開，午後持續走低。盤面上疫苗股集體
下挫，半導體股回調。白酒股領漲，水
泥、煤炭、鋼鐵等周期股強勢。截至收

盤，上證綜指跌0.53%報3,342點，深證
成指跌1.95%報13,720點，創業板指大跌
3.31%報2,681點。兩市成交繼續萎縮，
昨日共成交 8,696 億元（人民幣，下
同），較前一交易日大幅減少1,116億
元。北向資金合計淨流出9.3億元。
受到全球疫苗進展仍存在較大不確定

性消息影響，生物疫苗板塊跌1.95%，
智飛生物大跌8%，中元股份、康希諾
跌超5%。半導體股亦調整明顯，中芯
國際概念、華為海思概念板塊跌超
4%，半導體及元件、集成電路概念、第
三代半導體板塊跌逾3%。

券商仍看好大市走勢
國泰君安認為，創業板指的弱勢主要

受到半導體等科技股以及醫療醫藥同時
走弱影響，預計短期有望逐步企穩，A
股基本面好於海外市場，人民幣升值預
期較強，有利於吸引外資流入。

香港文匯訊 中國銀保監會副主
席梁濤昨日表示，金融機構在與科
技企業建立合作關係過程中，不得
將信息科技管理責任外包；此外，
金融機構要加強金融宣傳教育，倡
導理性消費文化，不得倡導誘導式
放貸，相關產品要符合消費者的真
實需求和風險承受能力，將建立健
全投訴機制。
梁濤昨在21世紀亞洲金融年會上
並表示，金融科技未改變金融的本
質，要依法將金融活動納入全面監
管，對同類業務同類主體一視同
仁，遵循同等的業務規則和風險管
理要求。金融機構要做好對科技企
業合作方的盡職調查、風險評估、
名單管理和持續監測，切實做好風
險管控。

不得將信息科技管理責任外包
他說，支持金融機構穩妥開展金

融科技應用和模式，既要鼓勵創
新，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融
合，也要高度關注數字經濟帶來的
風險和挑戰，要確保金融創新沿着

正確的方向前行。特別是網絡安
全、數據保護和市場壟斷的風險挑
戰。同時，要加強對金融科技等領
域的反托辣斯審查，一視同仁納入
全面監管，確保維護公平競爭的市
場秩序。下一步要密切關注金融科
技帶來的影響，做好前瞻性部署和
安排，確保市場公平的競爭環境和
金融穩定。
對於金融機構與其他機構展開合

作，梁濤說，金融機構是自身風險
管理的第一責任人，要做好對合作
方的盡職調查、風險評估，不得將
信息科技管理的責任外包，不得將
涉及戰略管理、風險管理和內部審
計及其他有關信息科技的核心競爭
力職能外包，要將「負責任金融」
理念貫穿經營始終，將金融消費者
保護融入數字化轉型戰略，健全相
關業務操作規範及內控制度，從源
頭保護好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另一方面，要堅持風險判斷的獨立
性，嚴格落實自主風控原則，自主
開展客戶准入、風險評估、貸款審
批、貸後管理等工作。

從信貸結構來看，10月的新增信貸中，
居民和企業中長期貸款貢獻主要增

量，企業短期借款連續兩個月減少，票據
融資由增轉降。數據顯示，10月，住戶部
門貸款增加4,331億元，其中，短期貸款增
加272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4,059億元；
企（事）業單位貸款增加2,335億元，其
中，短期貸款減少837億元，中長期貸款增
加4,113億元，票據融資減少1,124億元。
社會融資方面，除新增貸款外，增量主
要來自企業和政府的債券融資，其中，企
業債券淨融資2,522億元，同比多490億
元；政府債券淨融資4,931億元，同比多
3,060億元；此外，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
資大幅增長，達到927億元。

M2增速回落至10.5%
受信貸放緩影響，10月末廣義貨幣M2同

比增速較 9 月末下降 0.4 個百分點，至
10.5%，比上年同期高2.1個百分點，但低
於市場預期的10.9%左右的水平。反映企業
經營活躍度的指標狹義貨幣（M1），10月
同比增長9.1%，增速分別比上月末和上年
同期高1個和5.8個百分點，增速創下33個

月以來新高。此外，10月
新增存款減少3,971億元，
同比多減6,343億元，企業
和居民存款均出現加大幅度
減少。分析認為，居民新增
存款減少或受十一假期提振
消費及「雙十一」預付活動
影響，企業存款減少與稅費
預繳增加有關，財政存款則
因財政支持偏慢而有較大增
加。
興業證券首席宏觀分析

師王涵表示，10月假期較多，新增信貸歷
來會出現較大幅度環比回落。信貸結構改
善，企業和居民的中長期貸款均增長較
多，新增社融雖然環比大幅回落，但較去
年同期仍有較大增長，再加上企業流動性
改善，均顯示企業信貸需求有較強支撐，
經濟延續復甦態勢。

券商：經濟延續復甦態勢
國信宏觀固收研究團隊稱，居民和企業

中長期貸款表現仍較強勁，反映10月國內
地產銷售以及企業投資或仍然維持較高景

氣。M1較9月上升1.0個百分點，表明國內
貨幣的交易需求明顯增加，經濟活躍度進
一步上升。澳新銀行中國市場經濟學家邢
兆鵬表示，10月份數據基本符合預期。M1
和M2之間的差距縮小到1.4個百分點，標
誌着商業信心的提高，同時也是確認中國
經濟周期性復甦的一個信號。早前央行官
員表示，隨着經濟恢復正常，應對疫情的
貨幣政策將調整。不過10月金融數據環比
回落主要受季節性影響，社融增速明顯強
於去年同期，因此判斷貨幣政策調控為時
過早，需繼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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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證監要求交易所把好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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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論壇執行主席、創始人施瓦布在致
辭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整個世

界，也給我們帶來了重啟的重要機遇，迫切需
要全球採取一致行動，共同應對挑戰。國家電
網公司近年來新能源裝機並網規模持續擴大，
在推動全球低碳發展中發揮了引領和表率作
用。加快能源轉型發展，具有長期、穩定的經
濟和社會效益，對於應對氣候變化、創造就業
機會、實現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世界經濟論
壇致力於倡導全球合作，願匯聚各方力量，共
同推動全球能源轉型，盡早實現碳中和目標。

經濟可持續發展需要綠色能源
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協主席萬鋼在論壇

上表示，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把創新作為國家
發展的核心戰略，明確了在「十四五」期間要
實現能源資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度
提高，主要污染排放物總量持續減少的近期目
標，在2035年遠景目標中特別強調要在碳排
放達到頂峰後穩步下降。加快能源的綠色低碳

能源清潔低碳轉型帶動經濟綠色復甦能源清潔低碳轉型帶動經濟綠色復甦

由中國國家電網有限公司與世界經濟論壇共同舉辦的2020能源轉型國際論壇10日在京

召開。此次論壇以「能源轉型與後疫情時代可持續發展」為主題，來自54個國家和地區的

500多位嘉賓通過線上線下的方式，聚焦全球能源行業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積極探索實現

可持續發展的路徑與方案，共同推動世界經濟「綠色復甦」和全球能源轉型發展，極大提

振了全球疫後重振的信心。

能源互聯網升級為國家電網新戰略

■國家電網公司董事長毛偉明發表主旨演講。

■世界經濟論壇執行主席、創始人施瓦布為論壇致辭。

■國家電網運營建設的巴西美麗山二期工程里約換流站。

■電力檢修人員在100多米高空對±1100千伏吉泉特
高壓輸電線路進行檢修。

轉型已成為後疫情時代推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任務。中國將以
清潔能源為主導、加快能源生產和消費的全面變革，以能源革
命為抓手、促進經濟「綠色復甦」和發展繁榮，我們希望與各
國共同捍衛和維護多邊體制，推動全球能源向綠色低碳轉型。

構建能源命運共同體
國家電網公司董事長毛偉明在論壇主旨演講中也指出，環球

同此涼熱，人類命運與共。能源是現代社
會的「血液」，是實現經濟增長的動力引
擎。後疫情時代如何實現能源、經濟、環
境協調可持續發展，是國際社會面臨的共
同課題。為此，毛偉明提出三點倡議。一
是政策上加大支持力度，將能源轉型作為
經濟復甦的重點舉措，強化資金投入與政
策傾斜，引導各類資本更多投向新能源、
能源互聯網等領域。二是技術上加強交流
合作，圍繞大規模儲能、新能源並網消
納、源網荷儲協調互動等技術難題，開展
聯合攻關，加快取得突破。三是能源基礎
設施上加速互聯互通，在開放合作中提高
能源安全風險抵禦能力，促進各國資源共
享與優勢互補，推動構建能源領域命運共
同體。

在2020能源轉型國際論壇舉辦期間，全球最大的公
用事業企業——國家電網公司發布新戰略，確立了建
設具有中國特色國際領先的能源互聯網企業的戰略目
標。國家電網公司董事長毛偉明指出，實踐證明能源
互聯網是能源轉型的重要載體，近年來，國家電網已
累計建成投運24項特高壓交、直流輸電工程，跨省區
輸電能力超過2.3億千瓦，為中國西部能源資源開發利
用和沿海核電基地建設提供了有力支撐，顯著提升了
國家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國家電網已成為全球輸電距
離最遠、能源資源配置能力最強的電網。

建成全球新能源並網裝機規模最大電網
在能源轉型方面，毛偉明指出，國家電網綜合採取
技術升級、擴大聯網、優化調度等措施，持續提升新
能源並網消納能力，已成為全球新能源並網裝機規模
最大的電網。截至10月底，新能源並網裝機超過4億
千瓦，比2010年底增長18倍，其中風電裝機1.86億
千瓦、太陽能發電裝機1.97億千瓦，新能源綜合利用
率達到97.3%。同時，公司建成「十縱十橫兩環」高
速公路快充網絡，覆蓋171個城市；建成全球規模最
大的智慧車聯網平台，為480萬輛電動汽車提供出行
服務。
毛偉明強調，創新是實現能源轉型的必由之路。他
透露，前不久，國家電網公司召開了近10萬名員工參

加的科技創新大會，啟動實施了「新跨越行動計
劃」，變革科研管理機制，組建創新聯合體，大力開
展基礎研究和核心技術攻關，推動電網向更加智慧、
更加泛在、更加友好、更加安全的能源互聯網升級。
國家電網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公用事業企業，在中國
境內，經營區域覆蓋中國國土面積的88%，供電人口
超過11億；在境外，投資運營9個國家和地區的骨幹
能源網。2019年底資產總額5723億美元，全年實現營
業收入3839億美元，位列《財富》世界500強企業第
3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