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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商不碰买家不认

二手市场成新能源车发展“堵点”

●本报记者 乔翔 郭宏

“电池不耐用，去看看能否脱手吧。” 张

立峰准备再去一家二手车市场碰碰运气。

1月下旬的上海寒气逼人， 他的心情同样

阴冷。

张立峰面临的难题正是早期“尝鲜”新

能源汽车者当下经历的缩影。 中国证券报记

者调研发现，车商不碰、消费者不认，使得新

能源二手车市场一片冷清， 给行业长期健康

发展埋下隐患。 而电池寿命决定整车使用周

期，会造成很大资源浪费。 业内人士呼吁，应

推动新能源汽车基础高价值零部件再制造，

助力循环经济发展。

冷清的二手车市场

张立峰这辆纯电动车购于2015年11月，

新车续航里程为260公里。“当时想体验一下

新产品，但使用几年后续航能力下滑严重，天

气寒冷时掉电尤其明显。 ” 他说。

张立峰已多次去二手车市打探行情，遗

憾的是有意向收购的二手车商很少， 且给出

的价格低于他的预期。使用起来提心吊胆，而

更换电池费用几乎是当时购车款的一半。

“实在不行就认赔了。 ” 张立峰一脸无奈。

张立峰的经历是第一批新能源汽车车

主境况的缩影。 某小型网约车平台负责人

刘郁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我们早期那

批自营的新能源汽车电池已报废， 目前处

于闲置状态，没人收。 好在数量不多。 ” 有

的汽车租赁公司把早期新能源汽车当做金

属垃圾处理。

北京花乡二手车市场自2012年起被中国

汽车流通协会连续评选为“中国二手车交易

市场百强排行榜” 之首，其挂牌量基本可以

反映二手车市场整体情况。截至2月9日，该市

场9200余辆待售二手车中，纯电动汽车仅40

多辆，均在5年前就已挂牌。（下转A02版）

“提前批” 专项债

已发行近四成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根据Wind统计，截至2月10日，今年地方政

府新增专项债券已发行5416亿元，占“提前批”

专项债的37%。 专家预计， 在财政发力前置背景

下，一季度将是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高峰期，将为基

建投资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助力稳增长。

一季度将迎发行高峰

基建投资是今年政策发力稳增长的重要抓

手，而专项债是基建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数据显

示，专项债正在实现“早发行” 。

相较2021年同期，今年新增专项债发行放量

较为明显。 2021年1月、2月均无新增专项债发行，

而今年以来已发行逾5000亿元。 其中，1月发行

4844亿元；2月以来，福建、天津、贵州等地合计发

行572亿元。 按照2021年设定的全年3.65万亿元

的发行目标来看，发行进度接近15%。

今年新增专项债的早发行主要归功于“提前

批”专项债的更早下达。去年12月中旬，财政部称

已向各地提前下达了2022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

1.46万亿元。

财政部此前明确要求2022年专项债券发行

要“早、准、快” ，考虑到一季度稳增长的压力较

大，要求各地2022年一季度早发行、早使用。 不少

地方对此积极响应。 比如，上海于1月印发《2022

年上海市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

措施》， 明确争取上半年完成全部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发行工作。

“目前看，诸多省份都要求一季度完成‘提前

批’ 专项债发行，对于全年发行节奏尚未作出安

排。 虽然上海率先表态争取上半年完成全部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是个案， 但折射出专项债

发行前置的整体诉求。 ” 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首席

分析师明明预计， 一季度地方债净融资额将达上

万亿元。

投向九大领域

资金积极到位的同时， 专项债项目也在努力

跟上，落实“早使用”要求。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接

近监管人士处核实到， 近期监管部门要求地方补

报2022年专项债项目，仍要求投向此前规定的交

通基础设施等九大领域。

专家认为，专项债的早发行、早使用料对基建

投资形成有效支撑。财政部此前表示，将持续加强

督导，推动提前下达额度在2022年一季度发行使

用，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提供有力支撑。

不少新增专项债确实投向了与基建相关的领

域。 据中泰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周岳统计，1

月新增专项债主要投向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

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社会事业等，其中投向市政

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的比例超四成。

明明表示， 专项债放量为基础设施建设等投

资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 进而将发挥对经济的支

撑作用，刺激实体经济对融资的需求。在这种情况

下，银行有望获得更多优质项目，从而助力信贷增

长。按照历史经验分析，地方专项债净融资加大有

助于推动固定资产贷款增长， 从地方债发行到贷

款增长之间大约需要一个季度的时间。

力挺稳增长 1月信贷社融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彭扬 赵白执南

2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数据显示，1月

人民币贷款增加3.98万亿元，1月社会融资规模

增量6.17万亿元， 两个单月数据均创出历史新

高。 专家表示，信贷、社融“开门红”体现了货币

政策靠前发力，激发融资需求，助力稳增长。

释放积极信号

数据显示，1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3.98万

亿元， 创出单月数据的历史新高， 同比多增

3944亿元，实现“开门红” 。

业内人士认为，信贷“开门红” 主要缘于

货币政策加大跨周期调节力度， 释放积极信

号，提振了市场信心，同时激发了有效融资需

求。 在各项宏观政策合力下，信贷投放形势已

明显改善。

从结构看，数据显示，1月企（事）业单位

贷款增加3.36万亿元。 其中， 短期贷款增加

1.01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1万亿元，票据

融资增加1788亿元。住户贷款增加8430亿元。

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006亿元，中长期贷款增

加7424亿元。

1月信贷“开门红” 主要是由企业贷款

拉动。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企业

部门新增贷款规模占全部新增的84.4%，其

中中长期贷款增加反映出基建投资等项目

开始发力。

“企业对纾困资金的需求较为旺盛，因此短

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大幅多增。 但在逆周期调控

加速发力背景下， 企业中长期资金需求动力上

升，表明企业对经济发展预期回暖。 ”中国银行

研究院研究员梁斯表示，在居民部门贷款方面，

2021年年初房地产市场交易相对活跃， 居民中

长期贷款多增幅度较大，造成高基数，是今年1

月居民中长期贷款同比少增的原因之一。

M2同比增速超预期回升

信贷“开门红”也带动了社会融资规模增

量同比高增。 数据显示，初步统计，2022年1月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6.17万亿元， 比上年同期

多9842亿元，创历史新高；2022年1月末社会融

资规模存量为320.05万亿元，同比增长10.5%。

梁斯表示， 从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构成

看，主要项目同比大多出现明显多增。 从直接

融资看，债券融资同比明显多增，企业债券净

融资、政府债券净融资合计多增5471亿元，支

撑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走强。 主要原因在于，一

方面，1月人民银行下调了逆回购、MLF利率，

政策利率体系整体下移带动市场利率走低，债

券发行成本有所下降。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专

项债额度提前下达，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速度明

显加快，促使政府债券净融资规模走高。 股票

市场对企业融资支持力度仍然较强。

此外，1月，广义货币（M2）大幅回升，也

明显超出市场预期。 数据显示，1月末，M2余

额243.1万亿元，同比增长9.8%，增速分别比上

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8个和0.4个百分点。 此

外，狭义货币（M1）余额61.39万亿元，同比下

降1.9%， 剔除春节错时因素影响，M1同比增

长约2%。

专家表示，去年年末以来，货币政策持续

发力支持稳增长是推升M2同比增速的主要

原因。 同时，1月信贷大规模投放、政府支出加

速、同比基数较低等也都构成了M2同比高增

的因素。（下转A03版）

新老基建双驱动 稳投资“虎力”全开

●本报记者 刘丽靓

从虎年首个开工日多地部署重大项目建

设，到加快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推进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等相关政策出台； 从今年

以来已发行逾5000亿元专项债，到1月份近4

万亿的新增信贷……稳投资正驶出资金与项

目加速对接、新老基建协同发力的加速度，将

有效对冲经济下行压力。

传统基建：空间仍巨大

稳投资是稳增长的重要抓手。 有投资者

担心，以“铁公机” 为代表的传统基建已实现

高速发展，投资空间不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也在减弱。 对此，不少专家认为，由于经济发

展的区域不平衡， 传统基建在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中依然发挥着重要基础性作用， 再加上

绿色化生产和智能化改造的转型升级， 传统

基建还有诸多新空间。

从交通领域看， 中西部地区建设空间较

大，且经济发达地区的城际铁路建设等需求较

旺。 1月国铁集团召开的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今

年铁路预计投产新线3300公里以上。 此外，随

着《“十四五”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

划》《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等陆续出台，

未来多条城际铁路和市域（郊）铁路、机场、高

速公路建设都将撬动基建投资增长。

除了交通项目，保障房建设、老旧小区改

造也是急需发力的“补短板” 重点。“2022年

应从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针

对薄弱环节加大投资。 如加大城市地下综合

管廊、市政工程、污染治理、物流设施等方面

的投资力度。 ”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

院副院长宋向清认为。（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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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

区临港新片区拍摄的

滴水湖畔建设工地一

景。 新春伊始，位于上

海的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

区各个建设工地一派

繁忙景象，各项建设施

工平稳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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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建设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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撬动万亿投资机会

机构人士：市场风险偏好有望提升

●本报记者 徐昭 彭扬

10日出炉的1月金融数据给市场打了一

针“强心剂” 。 机构人士普遍认为，1月金融数

据的超预期表现有望缓解市场对一季度经济

复苏前景的担忧，或提升股票市场风险偏好，

催生权益市场行情。

市场情绪逐步好转

有机构认为，金融数据“开门红” 将助力

一季度经济“开门红” 。 在宽信用环境中，信

用释放对经济的正向拉动作用更强， 短期内

有助于经济企稳。

中信证券联席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认为，

从2021年末降准、调降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

到今年下调中期借贷便利（MLF）和公开市

场操作利率，人民银行展现出保持总量稳定、

优化信贷结构的决心。 随着各项工具效果逐

渐显现，市场情绪将逐步好转。

有机构报告认为，货币政策首要目标是

稳增长，体现为“宽信用+宽货币” ，而宽信

用对股市有较强的正向拉动作用。 在稳增

长目标下， 银行信贷项目储备情况将得到

改善。

（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