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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银保监会明确

保障性租赁住房贷款不纳入集中度管理

●本报记者 彭扬 欧阳剑环

中国人民银行2月8日消息，人民银行、银

保监会发布 《关于保障性租赁住房有关贷款

不纳入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的通知》，明确

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有关贷款不纳入房地产

贷款集中度管理，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依

法合规、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原则，加大对

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的支持力度。

接近监管部门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有关贷款不纳入房地

产贷款集中度管理，意味着银行发放相关贷款

不再受集中度管理指标约束，有充足空间加大

对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的信贷投放。

加强对保障性租赁住房金融支持

《通知》明确四方面内容。一是自《通知》

印发之日起，银行业金融机构向持有保障性租

赁住房项目认定书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发

放的有关贷款不纳入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

二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大对保障性租赁住

房的支持力度，按照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商业

可持续原则，提供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三是

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严格执行人民银行、银保监

会有关统计制度， 确保数据真实准确； 四是

《通知》适用于执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

度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2020年12月， 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发布

《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

度管理制度的通知》，分档设置了房地产贷款

余额占比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两个上限。

制度出台时配发的答记者问中提及，为支持住

房租赁市场发展， 待建立相应统计制度后，对

于符合定义的住房租赁有关贷款，将不纳入集

中度管理。

接近监管部门人士表示，明确保障性租赁

住房有关贷款不纳入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

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加快发展保障性租

赁住房的决策部署、加强相关金融政策支持的

具体举措，也是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

既有安排。

加快建立完善住房租赁金融制度

“2021年《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的意见》出台后，各地抓紧建立健全保障性租赁

住房项目联审机制， 对于通过联审的项目发放

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上述接近监管部

门人士介绍，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近期均已基于

住建部提供的认定标准， 根据项目认定书单独

设立了保障性租赁住房贷款的统计指标， 将符

合条件的有关贷款单独统计。 上述措施落地后，

不将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有关贷款纳入房地产

贷款集中度管理也就具备了实施条件。

该人士称，《通知》释放了加大金融支持

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的积极信号，（下转

A02版）

人民银行、 银保监

会表示， 明确保障性租

赁住房项目有关贷款不

纳入房地产贷款集中度

管理， 有利于银行业金

融机构加大对保障性租

赁住房项目的信贷投

放， 支持我国住房保障

体系建设， 有助于推动

建立多主体供给、 多渠

道保障、 租购并举的住

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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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ST公司财务指标“异常”

监管出手刨根问底

热门赛道降温

公募瞄准低估值方向发力

金融标准化

“十四五”发展规划出炉

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证

监会日前联合印发《金融标准化“十四五”发

展规划》提出，深入推进证券期货标准建设。

大力推进资本市场基础数据标准和监管数

据标准制定，研究构建资本市场数据标准体

系，提升证券期货业数据治理水平。 业内人

士表示，《规划》将推动标准化与金融业重点

领域深度融合，成为支撑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力量。 同时，金融标准化工作有利于

统筹经济发展，便于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发展效率。

多重积极因素汇聚 A股上演“V” 型反转

●本报记者 周璐璐

A股在虎年第二个交易日上演一场“V”

型反转，上证指数3400点关口失而复得。机构

人士表示，国内经济基本面稳中向好、基金发

行回暖、热门赛道股估值回归合理、海外风险

释放接近尾声四大积极因素正在汇聚， 应乐

观看待A股后市，在震荡中寻找机会。

主力资金大幅净流入

2月8日，A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演 “V” 型

反转。

当日早盘， 药明系个股以及宁德时代股

价出现重挫，市场情绪低迷，拖累三大指数大

幅走低；午后三大指数集体反攻，上证指数强

势翻红，3400点关口失而复得。

从资金层面看， 当日主力资金大幅净流

入为反转提供动能。

据Wind数据，当日主力资金净流入万得

全A指数123.15亿元； 尽管创业板指跌幅较

深， 但主力资金净流出该指数仅17.94亿元。

银行板块受主力资金青睐，获得净流入46.84

亿元；非银金融、交通运输、建筑装饰、煤炭板

块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金额排名靠前。

四大积极因素汇聚

在机构人士看来， 主力资金之所以大幅

净流入，正是看到A股市场正在汇聚的四大积

极因素。

首先，国内经济基本面稳中向好。 广发证

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戴康表示，春节假期后到3

月中上旬，“稳增长” 政策大概率密集落地，

将缓解市场对于“稳增长” 雷声大雨点小的

担忧。

其次，基金发行回暖。 兴业证券首席策略

分析师张启尧表示， 年初基金发行遇冷一度

引发市场关注， 但近期已回暖，1月累计发行

892亿元，回归正常水平，市场增量资金有保

障。近期基金自购规模显著增加，2021年12月

偏股型基金自购5.23亿元，创2015年7月以来

新高；2022年1月自购4.25亿元。

再次，热门赛道股估值回归合理。 在张启

尧看来，以新能源、半导体、军工为代表的热门

赛道“拥挤度” 已回落至低位，资金仓位调整

方面的压力释放较为充分。中信建投证券首席

策略官陈果表示， 现阶段动力电池处于3年

37%分位值，军工处于3年36%分位值，半导体

处于3年8%分位值。 这意味着， 动力电池、军

工、半导体的估值均处于三年来的较低水平。

最后，海外风险释放接近尾声。 戴康称，

从短期看， 市场对2022年美联储的加息预期

已充分消化。即便2月4日美股盘前发布的1月

美国非农就业数据超预期，提升美联储3月加

息概率和幅度， 但当日纳斯达克指数依旧上

涨。 陈果认为，当前稳健的人民币汇率将为我

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灵活性提供有力支

撑， 不必担忧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带来的外

围市场波动影响。

机构乐观看后市

2022年开年以来A股市场整体呈现震荡

调整走势，“何时反攻”成为股民关注的话题。

“主要股指和行业均进行了充分调整，具

备反弹基础。 ” 陈果说。 在中金公司首席策略

分析师王汉锋看来，A股市场虎年 “有惊无

险，机遇大于风险。 ”“稳增长” 是阶段性主

线，基建和地产相关产业链、调整后估值不高

且中长期发展前景明朗的中下游消费板块值

得关注。（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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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产优势尽显 全球资金坚定增配

●本报记者 费杨生 昝秀丽

美联储加息可能引发全球资金流向逆转

是投资者关心的焦点话题之一，但从高盛交易

员Scott� Rubner日前发布的报告和资金流向

监测机构EPFR数据看，全球资金依然流入新

兴市场股市，中国资产受青睐。

专家认为， 美联储加息可能引发资本回流

美国的影响不宜夸大，且对中国市场影响有限。

在基本面更优良、性价比更高、发展潜力更大等

综合因素支撑下，中国资产将保持强劲吸引力。

不宜过度担忧资金流向逆转

从历次美联储加息周期影响看，全球资金

回流美国进而造成部分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

动荡并不鲜见，这也成为A股市场投资者担心

的不确定性风险之一。 但在不少专家看来，美

联储此轮紧缩政策的外溢影响不宜夸大，且资

金流向逆转问题发生在部分新兴经济体身上，

中国市场保持了外资净流入。

本轮发达经济体在量宽期间，跨境贷款和

贸易融资等资金流入有限，未来我国去杠杆压

力较弱。 国家外汇局数据显示，本轮发达经济

体量宽期间，人民币汇率总体预期平稳，2020

年二季度到2021年二季度， 跨境贷款和贸易

融资合计增长8%，低于2009年到2013年上一

轮量宽期间年均21%的增速。 2021年下半年

美联储政策调整预期增强以来，相关跨境资金

变动较为平稳，未来调整压力不大。

外资持续加仓人民币资产是主趋势。

2017年扩大资本市场开放以来，2018年到

2021年， 外资累计净增持境内债券和股票超

过7000亿美元，年均增速34%。即使在2018年

上半年出现了中国国债收益率下行、美国国债

收益率上行的情况，但外资增持中国债券的势

头也未减弱。 “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人民

币资产吸引力增强，这是在上一轮紧缩之后发

生的新变化。 ”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

发言人王春英说。

目前，欧美货币政策收紧的外溢影响已得

到部分释放，全球资金流向并未出现逆转。 上

述高盛报告显示， 今年初至第五个交易周结

束，全球股市共录得106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

今年1月， 全球股市录得842亿美元的资金流

入，创下有记录以来的第二好新年开局表现，

但资金流入了“全球其他地区” 的股市，而不

是流入美股，这是罕见的情况。

资金流向监测机构EPFR数据同样显示，

在截至2月2日的一周内，尽管A股春节假期休

市，但全球新兴市场和亚洲（日本除外）股票

基金分别延续了六周和八周的资金流入态势。

在2022年的第三周，部分资金从美国股市流入

新兴市场股市，中国股票型基金受资金青睐。

在富国基金总经理陈戈看来，美联储后续

的加息缩表节奏仍会受制于美国经济、就业、

通胀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发生超预期的货币

收紧空间有限。 当前，中美利差仍有一定的安

全垫， 即使美国市场利率水平进一步上行，也

不至于造成国际套利资金大规模回流美国。

中国资产吸引力强底气足

不少专家认为，即使面临全球资金从新兴

经济体撤出的冲击，但由于基本面向好的确定

性更强、投资的性价比更高等因素，中国资产

仍将保持强大吸引力。

全球头号对冲基金桥水基金1月底披露

的信息显示，其在海外发行的中国基金资产总

值突破340亿元，公司正进一步加码布局人民

币资产。专家认为，在美联储加息预期下，此举

信号意义明显，意味着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

一定意义上具备“绿洲效应” 。

看好中国资产的不止桥水基金一家。“与

美股相比，我们对A股在2022年以及长期的表

现都更为乐观。 ”先锋领航亚太区首席经济学

家王黔表示，一是估值较合理；二是2022年政

策转向稳字当头，对A股市场有利；三是政策

环境有利。（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