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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社融存款双双走低

北京商报2021.8.12

2021年7月金融统

计数据出炉。8月11日，

央行发布的新一期金融

统计数据报告显示，7月

人民币贷款增加1.08万

亿元， 比上年同期多增

905亿元；社融规模增量

1.06万亿元， 比上年同

期少6362亿元。 在业内看来，7月信贷、社

融数据走低，主要是表内信贷下滑，表外

融资继续收缩，同时也与企业债、政府债

发行大幅缩水有关。

企业短期信贷下降明显

根据央行披露，7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8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905亿元。分部门看，

住户贷款增加4059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

85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3974亿元；企（事）业

单位贷款增加4334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

2577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4937亿元，票据融

资增加1771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增

加1774亿元。

尽管同比多增，但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

7月新增人民币贷款较6月环比少增1.04万亿

元。从结构上看，无论是企业部门短期信贷，

还是居民部门短期和中长期贷款增速，均出

现相应下降。

在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好看

来，企业部门信贷下降，主要是受季节性因素

影响，而居民部门贷款下降，则与近期严格的

房地产调控政策密切相关。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同样称，

居民部门新增贷款的回落，主要是由于近期

房地产调控政策持续升级加码，严厉打击短

期贷款违规使用，按揭贷款额度也受到管控。

社融方面，初步统计，2021年7月社会融资规

模增量为1.0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6362亿

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

8391亿元，同比少增1830亿元；对实体经济发

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减少78亿元，同比

少减446亿元；委托贷款减少151亿元，同比少

减1亿元；信托贷款减少1571亿元，同比多减

204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2316亿

元，同比多减1186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2959

亿元，同比多601亿元；政府债券净融资1820

亿元，同比少3639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

融资938亿元，同比少277亿元。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

任陶金评价称，7月社融规模仍然受到政府债

券发行节奏的拖累，新增人民币贷款可能成

为拉动增长的主要力量，非标将继续收缩，企

业债券和股票融资保持平稳。

光大银行分析师周茂华则指出，7月信

贷、社融数据均不及预期，主要是受散发病

例、大宗商品价格涨价、极端天气、房地产

调控等多重因素影响；7月社融数据大幅下

滑，主要是表内信贷下滑，表外融资继续收

缩，同时也与企业债与政府债券发行大幅

缩水有关。

五大因素导致存款大幅减少

除了信贷、社融数据外，7月存款数量同

样较上月明显下降。数据显示，7月人民币存

款减少1.13万亿元，同比多减1.21万亿元。其

中，住户存款减少1.36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

款减少1.31万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6008亿

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9576亿元。

在周茂华看来，7月个人和企业存款同比

少增，但财政存款与非金融企业存款明显增

长，一方面是缴税，主要是因为7月是缴税大

月，个人和企业缴税后，相应存款下降；另一

方面，也是由于居民增加了金融资产配置。

此外，陶金指出，存款同比多减，因素可

能是多方面的。一是房地产调控加剧，购房行

为减少；二是7月作为季度第一个月，银行存

款考核压力变小，理财需求增加，资金转移特

征明显；三是信用仍在收缩，没有创造更多的

派生存款。

受存款下降影响，7月M2增速同样低于

预期。

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230.22万亿元，同比增长8.3%，增速分别比上

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3个和2.4个百分点；狭义

货币（M1）余额62.04万亿元，同比增长4.9%，

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6个和2个

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8.47万亿元，同

比增长6.1%。当月净投放现金371亿元。

“M2增速继续放缓，背后的重要因素可

能是信用扩张速度见底，无法支撑企业部门

的存款增加。M1增速放缓加剧，则反映了即

时需求进一步弱化。”陶金说道。

下半年信贷扩张速度会加快吗

王好认为，7月金融数据明显低于预期表

明货币需求不足。原因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财

政尚未发力；二是住房贷款政策收紧；三是外

需有所放缓。

在王好看来，后续货币政策应为财政政

策发力预留信用空间，满足合理的房贷需求，

继续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的贷

款需求。因此，货币政策要继续保持稳健灵

活，并更加强调前瞻性和有效性。直达实体经

济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和降准很可能会继

续出现，以保持流动性适度充裕；而抑制房价

过度上涨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基调也不会

改变。

正如7月底召开的2021年下半年工作会

议上，央行曾定调，下半年要坚持稳字当头，稳

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搞好跨

周期政策设计，把握好政策实施的节奏和力

度。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

合理充裕，引导贷款合理增长，保持货币供应

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

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持续深化利

率市场化改革，促进实际贷款利率稳中有降。

在周茂华看来，针对目前复杂的内外形

势，预计接下来国内将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

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下半年国内有望适度加

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积极配合，确保经济运

行在合理区间。货币政策在确保流动性合理

充裕的情况下，或更多采取结构性工具支持

中小企业、制造业等重点新兴领域，激发微观

主体活力。

陶金则称，总体看，未来融资规模或将重

回扩张阶段，其背后主要还是政策的推动。一

是降准之后，央行下半年工作会议又提出引

导贷款合理增长，预计下半年信贷扩张速度

加快；二是政府债券发行节奏将加快，其中国

债和地方债的发行规模都会增加。从融资需

求看，主要是政府主导，企业和居民部门的

融资需求随着经济复苏弱化而有边际收缩

的压力。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刘四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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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报讯（记者 陈婷婷 周菡怡）今年上
半年，人身险业在各个渠道出现了增长分

化。8月11日，北京商报记者从业内交流数据

独家获悉，上半年70家人身险公司总保费微

降，其中新单保费同比“跳水”近一成，而银

保、经代、个险各个销售渠道亦是走在增减

分岔路口上。

行业交流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70家

人身险公司实现总规模保费1.33万亿元，同比

减少2.6%；实现新单保费6860亿元，同比减少

9.6%；新单保费在总规模保费中占比51.7%。

对于70家险企的总保费与新单保费均同

比减少，且新单保费的减幅大于总保费减幅，

业内人士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新冠疫情在全球

范围内持续演变，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

大，新版重疾险产品尚未表现出明显的市场爆

发力，多家保险公司压缩趸交业务规模进行价

值业务转型。

另外，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银保、经代、

个险各个渠道保费变化趋势产生了分化。

银保渠道方面，2021年上半年，68家保险

公司实现银保新单保费5630.4亿元，同比减少

9.4%；实现银保新单期交保费1639.6亿元，同

比增长12.9%，在银保新单总保费中占比

29.1%；实现银保新单趸交保费3990.8亿元，同

比减少16.2%，在银保新单总保费中占比

70.9%。

业内人士透露，自2020年下半年起，多家

险企银保渠道明确“以期定趸，配比发展”的经

营策略，趸交规模类业务持续压缩，期交价值

类业务发展势头较好。

对此，中国科学院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中

心副主任王向楠认为，趸交业务短期给险企带

来的保费、渠道费用更多，但期交业务对险企

创造内含价值、预测收入以及支出的现金流、

维护和开发客户均更为有利。随着险企股东构

成和股权结果变化、经营经验不断积累、监管

部门多项约束激励措施发挥效果，险企在产品

设计、销售费用设计上越来越多地采用了长期

导向理念，期交占比和缴费期限增加。

而在经代渠道方面，行业交流数据显示，

2021年上半年，49家保险公司实现经代新单

保费216.4亿元，同比增长15.7%，且34家保险

公司实现同比正增长。

“不少公司由于个代业务增长乏力而更积

极推出了由经代销售的产品；保额可变的长期

储蓄险、长短期健康险发展相对快，也促进了

对经代服务的需求；年轻的保险消费者可能更

喜欢中立性和专业性强的咨询服务，也是保险

产销分离的一个体现。”关于经代渠道规模的

快速扩张，王向楠如是分析。

个险渠道方面，数据则显示，2021年上半

年，60家保险公司实现个险新单保费1223亿

元，同比减少1.6%。对于个险渠道保费收入减

幅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人士认为，这主要是因

为2021年开门红预售时间开始早于往年，同时

首月集中营销旧版重疾险的停售，使得2021年

首月新单保费水平处于较高水平，尽管往后月

份表现不佳，但仍有较大的保费体量。

王向楠亦指出，由于全社会人力成本状况

在变化、独立代理人制度实施、年轻人消费方

式有差异，很多险企在积极调整个人代理人管

理方式，希望提质增效。除此之外，关于下半年

各渠道原保险保费收入的变化，王向楠预测，

交费的期限结构和销售渠道结构的变化仍会

延续，因为驱动因素没有变化。

不过，就6月当月来看，各渠道新单保费均

出现不同程度下滑。其中，银保渠道6月当月新

单期交保费同比减少16.4%，新单趸交保费同

比减少11.4%；经代渠道6月当月新单保费同比

减少13.7%；个险渠道6月当月新单保费则同比

减少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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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调控政策持续加码，各地为此频

频献出“大招”。北京商报记者近日梳理发

现，包括上海、浙江衢州、广东东莞、浙江

金华、江苏无锡、陕西西安在内的多地相

继出台措施，通过执行二手房参考价来引

导银行合理放贷。同时，监管机构对消费

贷、经营贷等违规流入楼市的排查力度也

持续加大。对此，分析人士指出，未来房贷

监管的总体趋势仍将是继续趋严，房贷额

度、利率将是监管的重点。

上海再出“重拳”规范二手房信贷市

场，北京商报记者获悉，上海地区已有银

行执行“三价就低”原则进行房贷额度审

批。某国有大行上海支行个贷中心业务人

员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三价就低”即买卖

合同价、交易中心核验价、银行评估价，三

者里面取最低的价格来审批贷款额度。

所谓合同网签价是由买卖双方共同

商定，在房管局系统里体现的成交价格；

交易中心核验价是由房地产交易中心评

估的价格；银行评估价则是由银行信任

的评估公司出具的交易房产的资产价

值。以往，由于三个价格可能存在差异，

这便给了房屋买卖双方及房屋中介机构

操作“阴阳合同”的机会，通过各种方式

虚构价格，达到避税、多贷款等目的。而

“三价就低”后，将有效打击“阴阳合同”

的生存空间，降低投机购房的杠杆。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

进指出，“就近期的政策看，贷款政策以

收紧为导向，通过三价就低原则，可以压

缩贷款额度。类似举措在某种程度上也

配合了此前多地推出的二手房参考价制

度，在这一制度下，买卖合同价也相对会

降低，所以客观上也会使得可贷的资金

规模降低，这样也在某种程度上管控了

购房市场和房贷市场”。

据了解，近期浙江衢州、广东东莞、浙

江金华、江苏无锡、陕西西安等地也纷纷

出台措施，通过执行二手房参考价，引导

银行合理发放二手住房贷款。例如，8月7

日，衢州市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协调

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市区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建立二

手住房成交参考价格发布机制，要求商业

银行严格按照发布的二手住房成交参考

价格为上限发放二手住房按揭贷款。

再如，8月2日，东莞正式出台房地产

调控新政“莞八条”，在二手楼盘网签交

易价格常态化发布的基础上，加快建立

二手住房成交指导价发布机制，引导商

业银行合理发放二手住房贷款，防控个

人住房信贷风险，并加大对虚高挂牌价

乱象的整治力度。

各地为何频繁出台二手房参考价相

关政策？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

中心副主任陶金认为，越来越多的地方

发布二手房参考价，意图为直接对价格

进行管制，热点地区房地产调控的核心

目标是控制房价，当限购、限售、限制融

资等间接手段无法有效抑制房价上涨

时，只能通过直接管控价格的方式。更重

要的是，参考价出台主要是为了压缩房

贷额度，部分地区的参考价明显低于市

场价，以参考价为基础的房贷额度远小

于以市价为基础的额度。

在监管机构多轮政策的降温下，部

分地区房贷额度已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收

紧态势。北京商报记者此前调查发现，北

京地区部分银行房贷额度也出现收紧，

多家银行分行以及支行表示已无房贷额

度。同时，资质审核也日益趋严，部分银

行表示，客户有未还清消费贷或信用贷

的，有可能会影响房贷的审批额度，甚至

不能通过审批。

在陶金看来，房贷额度收紧，意在压

制购房需求，反映的是多地房地产调控

继续趋严，更反映了当前调控政策仍然

是从需求端出发的调控视角。

在房地产贷款集中度措施、对涉房

信贷政策持续“打补丁”等一系列操作

外，各地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违规涉房

性贷款的排查也日益趋严。据北京商报

记者此前统计，今年以来银保监系统披

露的涉房贷款罚单超过百张，被罚主体

涉及数十家银行。

而在银保监会和各地银保监局年中

工作会议上，严控房地产市场金融风险、

严格执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要求、

防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等要

求也多被提及。更有监管机构“晒”出排

查成果，例如，8月7日，“深圳发布”披露，

针对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问

题，深圳金融监管部门经过多轮滚动排

查和监管核查，截至目前共发现21.55亿

元经营用途贷款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

谈及未来房贷监管的重点和趋势，

严跃进认为，从监管的重点来看，关键是

要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实际过程中，还

是要严查各类违规资金流入房地产。后

续看，信贷政策只会收紧，而没有放松的

空间。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李海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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