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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报讯（记者 岳品瑜 刘四红）11
月26日，央行发布《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货

币政策执行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

告》指出，今年以来，央行已推出涉及9万亿

元货币资金的货币政策应对措施，前10个

月金融部门向实体经济让利约1.25万亿

元。总体来看，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现了前瞻

性、主动性、精准性和有效性，成效显著，传

导效率进一步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

度稳固。下一步，央行将综合施策推动社会

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发挥市场在人民币汇

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

例如9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

增长10.9%，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13.5%，增速均明显高于2019年。9月企业贷

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63%，较上年12月下降

0.49个百分点。货币信贷结构持续优化，9月

末普惠小微贷款同比增长29.6%，制造业中

长期贷款同比增长30.5%。人民币汇率双向

浮动，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当前，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继

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不过，央行

也指出，要看到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

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国内经济面临不少

挑战，经济运行还存在一些结构性、体制

性、周期性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

然突出。

基于此，央行定调下阶段政策思路。一

方面，将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完善宏观经济治理，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

促进经济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内外均衡。建

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

制，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构建

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

同时，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

精准导向，更好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

要，更加注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

益。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根据宏观形势

和市场需要，科学把握货币政策操作的力

度、节奏和重点，既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不

让市场缺钱，又坚决不搞“大水漫灌”，不让

市场的钱溢出来。

此外，将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

机制，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继续释

放改革促进降低贷款利率的潜力，综合施

策推动社会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发挥市场

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提

高政策直达性。重视预期管理，保持物价水

平稳定。处理好内外部均衡和长短期关系，

尽可能长时间实施正常货币政策，保持宏

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评

价道：“货币政策并非万能，国内问题从长

远看，治本之策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释放国内经济潜力，推动国内经济迈向高

质量发展；同时，保持尽可能长维持货币政

策，不搞大水漫灌，避免政策后遗症。”

值得一提的是，央行再次定调房地产市

场：将牢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定位，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

济的手段，坚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保

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的连续性、一致性、稳定

性，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

央行强调，将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

金融风险攻坚战，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

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维护金融安全，牢

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以

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周茂华称，“接下来，需要严把货币总

闸门，更加精准滴灌，提升政策质效，优化

宏观杠杆结构。货币政策调整将‘以我为

主’，依据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灵活调整”。

北京商报讯（记者 孟凡霞 马嫡）A股上市
银行阵营将添“新丁”。11月26日，上海农商行首

发申请过会，有望成为我国第9家A股上市农商

行。根据上海农商行此前更新的IPO招股说明

书，上海农商行拟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低于9.64

亿股，且不超过28.93亿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扣

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该行核心一级

资本，提高资本充足水平。

从资产规模看，上海农商行是全国规模

仅次于重庆农商行、北京农商行、广州农商行

的第四大农商行。截至今年三季度末，该行资

产总额为9718.71亿元，离万亿规模仅差“临

门一脚”。

从业绩表现来看，招股说明书显示，

2017-2019年，上海农商行营业收入分别

为179.21亿元、201.46亿元、212.71亿元，

复合年增长率为8.95%；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分别为67.69亿元、73.08亿元、

88.46亿元，复合年增长率为14.31%。2020

年三季报数据显示，上海农商行实现营业

收入153.59亿元，净利润60.53亿元。就上市事

项北京商报记者采访上海农商行，但截至发稿

未获得回复。

出于拓宽融资渠道、助力业务发展、增强品

牌效应等需要，银行对于上市融资一直热情高

涨。10月27日，厦门银行在上交所上市，年内

银行A股上市终于打破了零纪录，A股上市银

行队列扩容至37家。今年8月27日，重庆银行A

股首发申请获发审委审核通过，若IPO完成，

该行将成为国内第三家A+H上市的城商行。

根据证监会披露的信息显示，除已通过发

审会的重庆银行和上海农商行之外，目前A股

排队银行还有16家，候场银行中，湖州银行、广

州银行、重庆三峡银行审核状态为“已受理”，

均为今年新获进展，其余银行的审核状态全部

为“预先披露更新”。

此外，从银行类型来看，目前16家A股候场

银行均为中小银行，以城商行和农商行为主，其

中，农商行数量达到10家，占比超六成。

金乐函数分析师廖鹤凯指出，对于农商行

等中小银行来说，上市将直接提升其资本充足

率，大幅增强银行再融资能力，同时也有利于

提升业务规模和盈利水平以及银行声誉和品

牌形象。

然而，尽管银行上市“补血”热情不减，但今

年银行A股上市却显得较为冷清，IPO审核进程

明显放缓，今年仅有3家银行A股过会，1家银行顺

利在A股上市，而2019年则有8家银行登陆A股。

“今年银行上市数量较往年更低，银行作为

巨无霸，对资本市场会形成较为明显的抽水效

应，其上市节奏明显放缓，今年来受控迹象明

显。从未来看，银行股发行节奏保持较低的水

平也是正常的，很难复制此前的盛况。”券商投

行从业人士何南野如是说。

在弱周期环境下，银行股面临的压力首

当其冲。北京商报记者根据Wind数据统计，

以最新收盘日计，37只银行股中，有26只处于

“破净”状态（市净率低于1倍），占比达

70.27%。截至11月26日，Wind银行指数年内

仅涨幅1.55%。

不过何南野指出，银行股今年走势前低后

高，在低迷了3个季度之后，在四季度迎来较为

强势的增长。主要是受益于两个原因，原因之

一为估值极低，投资价值相对高估值的生物医

药、科技，具有极强的投资价值；原因之二为基

金年末调仓换股，降低高估值的仓位占比，积

极配置低估值的股票，以保障全年收益，并为

明年收益打下基础；原因之三是美股也是今年

道指增幅强于纳斯达克，银行、地产、能源股强

于科技股，从而对A股形成风向标的作用。

“关于后市走势，我认为银行股股价还有一

定的增长空间，估值修复还会继续，适当配置

各类型银行股的龙头，预计能收获较好的收

益。”何南野如是说。

上海农商行过会
A股上市银行将迎新丁

央行下一步政策思路

●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构建金融有效支持
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
●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更好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更加注重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的质量和效益。
●既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不让市场缺钱，又坚决不搞“大水漫灌”，不让市场的钱溢出来。
●增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提高政策直达性。
●尽可能长时间实施正常货币政策，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维护金融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