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微调预期抬头 社融增速拐点渐近

●本报记者 彭扬 赵白执南

7月金融数据公布在即，从机构预测的数

据看， 当月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可能

进一步放缓。 不过，多位专家认为，社融增速

拐点渐行渐近，目前正处于“探底” 状态，进

入第四季度有望企稳回升。 为保持货币信贷

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激发有效需求，保

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后续货币政策料仍

有前瞻性、渐进式的调整。

7月社融增速或小幅走低

今年以来，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

从最高13.3%逐渐降至6月的11%， 呈波动下

行态势。 专家预测，7月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

速可能继续小幅走低， 但距阶段性底部可能

已不远了。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说，7月政

府债券到期规模超过1万亿元，或使当月政府

债券净融资规模低于去年同期。 预计信托贷

款和委托贷款保持较为稳定的压降节奏。 总

体判断，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或在1.62万亿

元左右，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约为

10.9%，较上月低0.1个百分点。 基于政府债券

和企业债券净融资减少的情况， 平安证券首

席经济学家钟正生给出的7月社会融资规模

存量增速预测数据也是10.9%。

展望未来， 红塔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

霖认为，社融增速在经过上半年快速压缩后，

目前已接近疫情前水平， 后续继续下行空间

有限， 在今年四季度可能还会因为基数等原

因出现回升。

李奇霖分析，一方面，前7个月政府债券

特别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和国债的发行进度偏

慢， 这为今后几个月政府债券发行放量提供

了空间。 后续政府债券发行将对社融增长形

成支撑。 另一方面，因为基数的变化，企业债

也会对下半年的社融增长形成支撑， 预计之

后几个月企业债的月均发行规模在2500亿元

左右。

信贷数据料中规中矩

Wind统计显示，7月新增人民币信贷或

在10900亿元左右，与2019年、2020年同期水

平相当。不过，近期信贷需求出现的弱化迹象

引起了研究人士的注意。

钟正生认为，7月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出

现超季节性下滑的概率不大。 居民贷款方面，

房地产销售收紧的影响开始显现， 但由于房

贷审批周期延长，7月新发放的住房抵押贷

款，或源于3月至5月签约的房产交易，并且7

月作为下半年首月， 可能有新的贷款额度分

配到位。因此，他预计，7月居民中长期贷款需

求仍比较旺盛， 从而对当月新增信贷数

据形成支撑。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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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

首 次 会 议 发 表 书 面 致 辞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8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新冠疫苗合

作国际论坛首次会议发表书面致辞。

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我在全球健康

峰会上宣布了中国支持全球团结抗疫的五

项举措， 其中包括倡议设立新冠疫苗合作

国际论坛，由疫苗生产研发国家、企业、利

益攸关方一道探讨推进全球疫苗公平合理

分配。 当前， 疫情起伏反复， 病毒频繁变

异。 我期待本次论坛会议为全球疫苗公平

可及迈出新步伐， 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注入新动力， 为人类早日战胜疫情作出新

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卫生

健康共同体理念，向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

中国家提供疫苗，积极开展合作生产。这是

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应有之义。 中国

会继续尽己所能，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应

对疫情。 今年全年，中国将努力向全球提

供20亿剂疫苗。 中国决定向“新冠疫苗实

施计划” 捐赠1亿美元，用于向发展中国

家分配疫苗。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推进

疫苗国际合作进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纠正运动式“减碳” 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增信心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一边是各地“减碳” 风潮正起，一边是大宗

商品频频涨价，如何统筹好碳达峰、保供稳价与

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是当务之急。 近日召开的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

运动式“减碳” 。

业内人士指出，大宗商品保供稳价正加力推

进，有关方面将加强对于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

统筹，通过有序“达峰” 、科学“减碳” ，理顺供需

关系，在经济发展和减碳之间找寻最佳平衡点。

先立后破 纠正运动式“减碳”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引领下，减碳浪潮正

席卷各地。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末，已有31个省、直

辖市、自治区发布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的行动方

案。 省级层面，上海、福建、海南、青海等地提出

在全国达峰之前率先达峰。 但与此同时，也有个

别地区出现空喊口号、蹭热度，或“一刀切” 、过

度超前行动等运动式“减碳”苗头。

“以短期运动式‘减碳’ 应对长期的‘双

碳’ 目标， 可能对一些传统企业带来过大的冲

击，既不利于就业民生，也不利于大宗商品价格

稳定。 ” 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明明指

出，个别地方出现的缺乏统筹安排的运动式“减

碳” ， 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煤炭等商品将显著减

产、严厉限产的市场预期，助推商品价格上涨，

使中小企业承受更大的成本压力。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傅向升

近日指出，在贯彻“双碳” 战略部署时，一定要

辩证、全面地看待和分析问题。 在研究制定碳达

峰、碳中和的实施方案和路线图、时间表时，一

定要实事求是、有所区别，决不能“一刀切” 、

“齐步走” ，更不能脱离实际、盲目攀比。要科学

严谨地测算到2030年的能耗量和排放量， 以决

策“达峰” 的峰值和确定“达峰” 时间表。 要在

确保国内电网稳定、能源安全、经济发展的前提

下减碳。

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

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 尽快出台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坚持全国一盘棋，

纠正运动式“减碳” ，先立后破，坚决遏制“两

高” 项目盲目发展。 5月召开的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也强调， 要尊重规

律，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科学把握

工作节奏。

“阶段性的供需错配，导致国内大宗商品价

格过快上涨，增加企业负担。 ”光大证券首席宏

观经济学家高瑞东认为， 统筹有序地做好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在全国一盘棋背景下，合理有

序压降产能，通过增加供给稳定价格预期，对于

经济整体平稳运行来说至关重要。

中国银行研报认为， 有关部门将加强对于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统筹，注重“先立后破” ，

加快推进新能源发展、电力体制改革、碳排放权

交易等多方面工作，夯实“减碳” 工作相关基础

设施建设，在保证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上，有序

推进“减碳”工作。（下转A02版）

现金管理类产品调整竞速

与货基同台竞技胜算几何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戴安琪

《关于规范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管理有关

事项的通知》已出台近两个月，备受投资者欢

迎的现金管理类产品正面临资产投向、杠杆率

等方面的调整。 值得关注的是，新规拉平了现

金管理类产品与货币市场基金等同类资管产

品的监管规则，有人道“基金欢喜银行愁” 。

“不惧与货基同台竞技。” 这是多家理财

公司高管在被问及新规影响时给出的答案。

在他们看来， 现金管理类产品相较货基仍具

有投资和渠道方面的优势， 不担心客群流失

等问题， 但这类产品一度是各家理财公司冲

击管理规模的“利器” ，未来整改带来的理财

规模压缩才是令人头疼的问题。

小规模理财公司转型较快

新规明确过渡期至2022年底，当前现金

管理类产品整改进度颇受市场关注。 中国证

券报记者在采访多家银行理财子公司高管时

了解到，部分规模较小的理财公司“船小好

掉头” 优势凸显，整改进度较快；而部分现金

管理类产品占比较大的公司则进度有限。

某城商行理财子公司高管透露， 该公司

现金管理类产品规模仅在300亿元左右，且

配置资产久期都较短，转型压力小。“我们在

征求意见稿出来后就开始做准备工作， 此次

正式稿出台对我们冲击不大， 转型方案也早

就定好，按照方案做就行。 ”

但某股份行理财子公司业务人士则坦言

整改并不易。“我们转型比较早，但现金管理

类产品占比不小， 要很快达到监管要求并不

容易，只能在过渡期内努力向合规方向去靠。

目前我们也在探索开发期限为7天、14天等

短期限的产品来进行过渡。 ”

某现金管理类产品规模较大的国有大行

理财子公司高管表示， 目前公司正在进行一

些现金管理类产品整改的前期研究、 规划工

作。 “过早进行整改会压缩理财产品在市场

上的规模，且距离过渡期截止时间还早，我们

有信心在过渡期内完成整改。 ”

总体而言，新规发布前后，银行现金管理

型理财产品的存续数量变化并不明显。 普益

标准统计数据显示， 从现金管理型产品存续

数量来看，7月现金管理型产品存续数量为

496款，5月、6月现金管理型产品存续数量分

别为489款、493款。

“在新规自实施起将有一年半的过渡

期， 以及目前存续银行现金管理型产品占

整体银行理财产品规模较高的背景下，新

规作用在现金管理型产品的转型上， 或将

存在滞后效应。 ” 普益标准研究员陈雪花

认为。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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