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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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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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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上给旅客发放纪念品。 新华社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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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资管时代

2024年人民币贷款

增加逾18万亿元

●本报记者 彭扬

1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数据显示，2024

年12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8.0%，广义货

币（M

2

） 同比增长7.3%， 人民币贷款同比增长

7.6%，均高于名义经济增速。 2024年全年我国人

民币贷款增加18.09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

贷款增加14.33万亿元。

专家表示，2024年12月金融数据总体平稳，

保持较强的实体经济支持力度。

有效融资需求将进一步改善

当前，一揽子增量政策效果逐步显现，货币信

贷总量保持总体稳定。 数据显示，2024年12月社

会融资规模、M

2

、人民币贷款等数据，同比增速相

比上月有升有降、总体稳定，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

力度保持稳定。

各项支持政策还在逐步显效。 2024年9月

以来一揽子增量政策密集出台并逐渐显效、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实施更加积极有

为的宏观政策” ， 进一步稳定了社会预期、提

振了市场信心，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不断累

积增多。

事实上，从宏观政策出台到企业、居民投资

决策调整， 从信贷需求改善到信贷数据增长，都

还需要一定时间。 专家表示，随着后续各项政策

持续发挥效果， 有效融资需求将进一步改善，金

融部门也将持续发力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重

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下转A02版）

习近平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通电话

●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欧洲

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通电话。

习近平再次祝贺科斯塔就任欧洲理事会主

席，指出今年是中国同欧盟建交50周年，是承前

启后的重要节点。中欧关系发展历程表明，只要

双方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坦诚对话，就能推动

合作、办成大事。 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

是伙伴。 关键是尊重各自人民选择的社会制度

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

方始终认为欧洲是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支

持欧洲一体化和欧盟战略自主。 双方要总结中

欧关系发展经验，从中汲取重要启示，共同维护

好中欧关系政治基础，推动中欧关系向好、向前

发展，为中欧人民带来更大福祉，为动荡不安的

国际局势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习近平强调，中欧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也没

有地缘政治矛盾，是相互成就的伙伴。 50年来，

中欧关系不仅助力各自发展， 也为世界和平和

繁荣作出重要贡献。国际形势越是严峻复杂，中

欧越要秉持建交初心，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战略

互信， 坚持伙伴关系定位。 中国对欧盟抱有信

心， 希望欧盟也能成为中方可以信任的合作伙

伴。 中欧经贸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双方都

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 已经形成强大的经

济共生关系。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

对外开放，将为中欧合作带来新的机遇。中欧要

相互扩大开放，巩固现有合作机制，打造新的合

作增长点。双方要办好建交50周年庆祝活动，密

切人文交流和人员往来， 鼓励中欧民众双向奔

赴，支持地方交往和教育合作，厚植中欧友好的

民意基础。

科斯塔表示，2025年是欧中关系的重要年

份。 欧方愿同中方一道，共同庆祝建交50周年，

加强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强化伙伴关系，

开辟欧中关系更好发展的未来。 欧方愿同中方

通过对话磋商妥善处理经贸分歧。 欧中都尊重

联合国宪章宗旨、 坚持多边主义、 维护自由贸

易，反对阵营对抗，双方应当合作而不是竞争。

当今时代充满挑战， 世界需要欧中更加紧密合

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共同为世

界和平稳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双方还就乌克兰等问题交换了看法，习近平

阐述了中方劝和促谈的原则立场。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提升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使用便利性

●本报记者 彭扬 欧阳剑环

1月1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中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成效” 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

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人民银行2025年将落

实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择机调整优化政策

力度和节奏， 支持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进一步完善两项支持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

货币政策工具设计和制度安排，不断提升工具

使用的便利性。

择机调整优化政策力度节奏

“人民银行今年将落实好适度宽松的货

币政策。 ”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说。

宣昌能表示，下阶段，宏观经济政策将进

一步强化逆周期调节，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

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择机调整优化政策

力度和节奏， 支持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 综合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多种货币

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保证宽松的社会

融资环境。 强化利率政策执行，在保持金融业

健康经营基础上，进一步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

本。 科学运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发挥好

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继续综

合采取措施，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

上基本稳定。

为实现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下降的目

标，宣昌能表示，将综合施策拓展利率政策空

间。 在继续强化利率政策执行方面，人民银行

去年集中整治了通过违规“手工补息” 高息揽

储行为，优化了对公存款、同业活期存款利率

自律管理，维护市场正常秩序，为银行降低社

会综合融资成本创造了条件。

“今年，我们将继续加强这方面工作，进一

步降低银行整体负债成本，缓解银行净息差压

力，更好平衡银行业资产负债表健康性和实体

经济融资成本下降之间的关系。”宣昌能表示，

兼顾好内外平衡，多措并举坚决防范汇率超调

风险。 加快补充银行资本金，弥补实体经济融

资成本下降对银行内源性资本补充的影响。

完善工具设计和制度安排

去年，人民银行新设两项支持资本市场稳

定发展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

策司司长邹澜表示，截至2024年末，证券、基

金、 保险公司互换便利累计操作超过1000亿

元，金融机构已经和超过700家上市公司或者

是主要股东签订了股票回购、 增持贷款合同，

金额超过300亿元，2024年全市场披露回购、

增持计划上限接近3000亿元。

“人民银行将根据前期实践经验，进一步

完善工具设计和制度安排，不断提升工具使用

的便利性，相关企业和机构可以根据需要随时

获得足够的资金来增加投资。 ”邹澜说。

关于国债市场，邹澜表示，国债代表国家

信用，如果持有到期，一定能收到本金和约定

的票面利息，没有信用风险，所以国债通常也

被认为是一种安全资产。 但是，由于长期国债

票面利率是固定的，市场预期利率的变动会造

成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波动，有时波动还会比较

大，所以投资国债并非没有风险。

邹澜说，考虑到中国债券市场发展的时间

还比较短，20世纪90年代以后，没有经历过大

的波折，不是所有的投资者、管理者，尤其是社

会公众，（下转A02版）

●新华社北京

1

月

14

日电 （记者叶昊鸣）

记者14日从2025年综合运输春运工作专班获悉，根据

专班数据显示，1月14日（春运首日，农历腊月十五），预计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7239万人次。

具体来看，铁路客运量1030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

15952万人次， 其中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

车人员出行量13170万人次、公路营业性客运量2782万人

次；水路客运量53万人次；民航客运量204万人次。

2025年春运启动 民航铁路全线响应

1月14日凌晨零点零二分， 随着贴着

新春福字的K4159次列车缓缓驶出北京西

站，2025年北京地区的春运首趟旅客列车

正式启程，春运也拉开帷幕。

在北京西站候车大厅和北京地区首趟

春运铁路列车上，记者看到，各处都布置了

充满春节气息的“节日装扮” 。 同时，北京

西站还特别为乘坐首趟列车的旅客准备了

条幅、福字、相框等打卡道具。

截至2024年末，证券、基金、

保险公司互换便利累计操作超过

1000亿元，金融机构已

经和超过700家上市公司或者是

主要股东签订了股票回购、 增持

贷款合同

A

股市场放量反弹

超

5300

只股票上涨

证监会系统工作会议透露重要信号

监管部门将多措并举合力构建稳市机制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证监会1月13日召开的2025年系统工作

会议提出，坚持稳字当头，全力形成并巩固市

场回稳向好势头。会同中国人民银行更好发挥

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效用，加强战略性力

量储备和稳市机制建设。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

构建稳市机制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多部

门同向发力、凝聚合力。 应进一步完善相关

机制，更好发挥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效

用；打通中长期资金入市的卡点堵点，引导

“长钱长投” ；加强政策协同，改善预期提振

信心。

加强战略性力量储备 完善“工具箱”

专家认为，进一步完善“工具箱” ，将是加

强战略性力量储备和稳市机制建设的重要内

容之一。

相关举措正在酝酿推进。中国人民银行货

币政策司司长邹澜1月14日透露，人民银行将

根据前期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工具设计和制

度安排，不断提升工具使用的便利性，相关企

业和机构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获得足够的资金

来增加投资。

中金公司研究部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

李求索认为， 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运

用有助于股市企稳向好。证券、基金、保险公司

互换便利操作将带来持续的增量资金，尤其在

预期偏弱阶段有望起到“稳定器” 作用。 股票

回购增持再贷款助力上市企业积极实施市值

管理，增强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

中信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秦培景预计，两

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望在2025年为A股

市场引入约4000亿元“活水” 。

打通卡点堵点 引导“长钱长投”

专家认为，进一步打通中长期资金入市的

卡点堵点，引导“长钱长投” ，也是构建稳市机

制的重要举措。（下转A02版）

预计超1.7亿人次！ 春运首日出行火热

相关报道见A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