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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严打 个人信息买卖的罪与罚

央行年内二次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消费疲软房贷回暖 11月信贷结构微调

北京商报2021.12.10

这一消息发布后，离岸人民币兑美元、在

岸人民币兑美元跳水。Wind数据显示，离岸

人民币兑美元跌破6.38关口，最低贬值至

6.3833，较央行宣布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以来一度贬值逾350点。在岸人民币兑美元也

从6.34区间贬值至6.36，同样贬值近350点。

随后，离岸、在岸人民币兑美元小幅回

升，截至12月9日21时15分，离岸人民币兑美

元报6.3801，日内跌幅为0.54%；在岸人民币

兑美元报6.3755，日内跌幅为0.5%。

作为影响信贷扩张能力的一个工具，央

行通过外汇存款准备金率来调节外汇市场供

求。央行在12月6日宣布降准后，人民币流动

性增加，提高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则使得外汇

流动性收缩。市场上人民币增加，外汇供给减

少，人民币面临贬值，外汇则面临升值。

本次调整是央行年内第二次出手上调金

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此前，在5月31日，

央行宣布自2021年6月15日起，上调金融机构

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即外汇存款准

备金率由现行的5%提高到7%。

从两次央行上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

金率的时间节点来看，均发生在人民币汇率

突破新高后。北京商报记者根据Wind数据梳

理发现，2021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5

月31日早间，在岸人民币兑美元升破6.36关

口，离岸人民币兑美元升破6.35关口，双双续

刷2018年5月以来最高。

在央行出手后，人民币汇率在6月、7月经

历了回调，随后呈现持续升值态势。而在央行

年内第二次宣布全面降准后，在岸、离岸人民

币携手冲高，双双突破2021年5月高点，也是

自2018年5月以来的新高水平。在岸人民币兑

美元12月9日最高升值至6.3397，离岸人民币

最高升值点则发生在12月8日，报6.3307。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

主任陶金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人民币是2021

年全球最强势的货币，在美元升值的情况

下，人民币还在针对美元升值。而当前不论

是资本流动还是外贸领域，都存在人民币贬

值的压力，市场也正在逐渐形成人民币贬值

的预期。

陶金指出，2021年以来，贸易和资本流动

领域都在支撑人民币升值。但随着美联储缩

减购债规模以及相应的加息预期，以及美国

经济的继续复苏，全球资本流动趋势可能在

未来发生反转，资本回流发达经济体的速度

可能加快。同时，明年中国出口继续高速增长

的难度较大，随着疫情之下全球经济逐渐开

放和复苏，其他经济体的供给回升，外贸领域

的竞争将加剧。

“此时央行提高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的操

作，在实质性地减少外汇供给的同时，也在

刺激市场交易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之下的落

地。”陶金进一步解释道，“此次外汇存款准

备金率提升带来的人民币离岸、在岸市场急

跌，背后和外汇市场对应的经济金融基本面

关系紧密。”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则指出，

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相当于在外汇市场上

收紧美元供给和流动性，从而可以减轻人民

币升值的压力，有助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

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事实上，自2021年11月以来，人民币汇

率与美元指数之间的背离已经引起了市场

的广泛关注。近日市场上也有不少讨论声音

认为人民币汇率进入筑顶阶段，正在等待拐

点到来。

在谈及下一阶段人民币汇率走势时，陶

金指出，从短期看，人民币汇率的强势走势受

到季节性、交易性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而支撑

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长期因素在于我国经济基

本面。人民币汇率仍将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

持相对稳定，双向波动仍是主要特征。

而在2021年11月，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

制召开第八次工作会议时同样强调，目前全

球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主要经济体央行

货币政策开始调整，影响汇率的因素较多，未

来人民币汇率既可能升值，也可能贬值，双向

波动是常态，合理均衡是目标，偏离程度与纠

偏力量成正比。企业和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

只有坚持风险中性理念，才能更好地应对外

部冲击。 北京商报记者岳品瑜廖蒙

临近年末，多地警方加速侦破、通报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情况。12月9日，北京商报

记者注意到，12月以来已有多地警方对打击

辖区内买卖公民个人信息案件进行了通报，

涉及金融债务催收、产品营销以及电信套利

等多类情况。

12月8日，长沙市公安局通报了一起特大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的侦破情况，177名涉案

人员被抓捕，扣押、冻结涉案资金500余万元。

在这起案件中，湖南强贲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强贲信用”）累计非法获取公民信

息达200余万条，用于催收金融机构债务。

经查，强贲信用主要承接银行、信贷等金

融机构不良资产管理及信用卡催收业务服

务，公司内设行政部、数据部、业务部等多个

部门。为提高催收成功率、提升业绩而获利，

在银行提供的个人信息无法联系或者催收对

象还款意愿不强的情况下，通过网络黑灰产

渠道大量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再以“水果费”

“风险费”等名义，扣除员工部分工资向员工

进行贩卖。

据长沙市公安局介绍，强贲信用月均购

买公民信息10万余条，累计非法获取公民信

息达200余万条，购买的信息里含有大量公民

个人信息，主要包括户籍、家庭成员、个人公

积金、家庭住址等。目前，177名涉案人员被抓

捕，公安机关已对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的161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

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强贲

信用成立于2014年7月，主营业务包括企业征

信业务、受银行委托对信用卡透支户进行通

知服务、受银行委托对信贷逾期户进行通知

服务等。除了位于湖南的总公司外，强贲信用

还在武汉、贵阳、杭州等多地设立了分公司。

12月9日，北京商报记者多次拨打强贲信

用及部分分公司对外披露的联系电话，了解

案件相关情况，但电话均无人接听。

中国人民大学助理教授王鹏指出，金融

领域出现买卖用户信息进行催收情况，极易

干扰正常金融秩序、催生暴力犯罪等恶劣行

为，这也是监管一直以来明令禁止的。对于信

息被泄露的用户来说，除了可能受到各类金

融产品营销电话打扰外，最大的隐患在于电

信诈骗乱象滋生，进一步导致用户资金受损

等情况发生。

在易观高级分析师苏筱芮看来，从行业

发展出发，个人信息的无序买卖，会使得大数

据行业中“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加剧，对行

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强贲信用买卖个人信息用于催收金融债

务，而根据其他地区警方通报的情况，除了在

金融领域的应用外，买卖个人隐私信息在其

他领域也成为犯罪分子谋利的渠道。

具体来看，陕西延安宝塔分局于12月7日

通报，3名犯罪嫌疑人通过微信销售、购买、交

换或其他方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用于

装修营销；山西临汾洪洞公安通报嫌疑人注

册公司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13万余条，

用于引导玩家下载游戏并充值，从中获利。

除了各地警方持续打击买卖用户信息这

一违法情况外，监管对于各类收集用户隐私

信息的行为也在加强整治，持续整治违规

App。经历了此前多次通报后，12月9日，工信

部再度下架了106款侵害用户权益的App。

“近年来移动支付兴起、各类金融产品线

上化转型不断加速，基于反洗钱等监管需求，

‘实名制’在我们日常活动中变得更为常见，

用户需要填写大量的各类真实信息，对于何

时、何地导致了信息泄露，用户很难进行分

辨。”王鹏指出，“可能是一张废弃的快递单，

可能是随手扫描的二维码，甚至可能是用户

办理后还未投入使用的电话卡。”

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个人隐私数据泄

露是电信诈骗的源头，而买卖信息则进一步

助长了各类诈骗、营销乱象滋生。

北京商报记者此前也曾多次报道，诈骗

分子通过获得的用户电话、家庭住址等信息，

以电话、短信、邮件等形式，采取电商平台购

物退货、注销校园贷甚至是P2P平台回款等名

义，实施诈骗活动。

王鹏认为，不同明目的电信诈骗行为频

发，并通过获得的个人信息向用户实施精准

诈骗，用户很难招架，这也是监管方持续打击

信息买卖、规范信息收集的初衷。近年来经过

监管不断要求整改和宣传后，用户保护隐私

信息的意识在不断加强。

在谈及如何保护用户数据时，苏筱芮则

指出，用户自身树立防范意识，不轻易下载

来源不明的App，不轻易点击不认识的网页

链接，对待陌生短信、陌生电话保持警惕，在

涉及个人信息资料填写的时候需关注索取

信息的机构是否为正规机构、是否具有合理

目的。

苏筱芮认为，收集用户信息的机构主体

同样需要承担责任，做好用户数据保护工作。

北京商报记者岳品瑜廖蒙

强贲信用月均购买公民信息

10万余条，累计非法获取公民信息

达200余万条。

200余万条
企业信贷需求不足

金融统计数据显示，11月，人民币贷款

增加1.27万亿元，同比少增1605亿元。分部

门看，住户贷款增加7337亿元，其中，短期贷

款增加1517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5821亿

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5679亿元，其中，

短期贷款增加410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3417亿元，票据融资增加1605亿元；非银行

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364亿元。

信贷总量少增的同时，结构也不够理

想。其中，企业部门信贷少增较多，11月新增

贷款5679亿元，同比少增2133亿元。其中，

中长期贷款新增3417亿元，同比少增2470

亿元；短期贷款新增410亿元，同比少增324

亿元；票据融资新增规模回升至1605亿元，

同比多增801亿元。“可见，企业部门贷款少

增的同时，票据融资仍在冲量，体现了企业

融资需求偏弱。”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

温彬评价道。

不过，11月居民部门信贷整体平稳，本

月新增贷款7337亿元，同比少增197亿元。

其中，短期贷款新增1517亿元，同比少增

969亿元。中长期贷款新增5821亿元，为今年

4月以来的新高，在温彬看来，此数据主要是

由于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合理的按揭

贷款需求逐渐得到满足。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

主任陶金补充指出，住户部门短期贷款新增

1517亿元，明显少增，除了居民部门杠杆率

水平已处于高位外，消费持续疲弱也是重要

原因；住户中长期贷款新增5821亿元，同比

多增，反映了房贷政策边际放宽背景下，购

房需求略有回升。

尽管同比少增，但环比来看11月新增贷

款也在回升。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

好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这种数量上的增长一

方面来自季节性因素，即每个季度月度信贷

增量递增的规律性变化；另一方面，经济增

长中呈现的积极因素也是一个原因。从居民

部门看，短期新增信贷较上月回升与“双11”

有关，但绝对数量明显低于去年同期，与今

年“双11”增速不及去年一致，这反映出居民

部门整体消费疲软的现实。中长期新增信贷

增幅较为显著，主因在于房地产信贷监管有

所放松。

“11月企业部门信贷需求不足依然较

为明显，其中既有年关将近，企业缩减投资

的影响，也有对未来经济形势保持观望的

考量。在实体融资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后续

信贷余额增速预计仍有下降空间。”王好评

价道。

社融数据小幅回升

受贷款放缓影响，11月社融新增数据同

样不及市场预期。

据初步统计，2021年11月社融规模增

量为2.6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4786亿元，

比2019年同期多6204亿元。

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

加1.3万亿元，同比少增2288亿元；对实体经

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减少134亿

元，同比少减313亿元；委托贷款增加35亿

元，同比多增66亿元；信托贷款减少2190亿

元，同比多减803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

票减少383亿元，同比少减242亿元；企业债

券净融资4104亿元，同比多3264亿元；政府

债券净融资8158亿元，同比多4158亿元；非

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1294亿元，同比多

523亿元。

在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

华看来，本月新增信贷放缓超预期拖累社融

整体表现。社融同比多增主要是受企业债券

与专项债发行放量，抵消了信贷放缓影响。

“除了实体经济信贷形势仍然未明显回

升以外，临近资管新规过渡期截止时间，非

标融资加速减少，是社融不及预期的主因。

但政府债券、企业债券明显多增，支撑了社

融规模的平稳增长。”陶金则说道。

王好同样认为，在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

的影响下，社融规模增速出现小幅反弹，主

要得益于政府融资需求增长，2022年大概率

出现财政前置，预计社融规模增速将保持稳

中有升。

M2增速回落

在货币供应方面，金融统计数据显示，

1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35.6万亿元，

同比增长8.5%，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

期低0.2个和2.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

额63.75万亿元，同比增长3%，增速比上月末

高0.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7个百分点；

流通中货币（M0）余额8.74万亿元，同比增

长7.2%。当月净投放现金1348亿元。

在温彬看来，M2增速回落，一方面受基

数效应影响，去年同期M2增长10.7%，涨幅

比前月提高了0.2个百分点，形成了较高的

基数。另一方面受信贷派生能力减弱影响，

本月新增信贷规模弱于去年同期，同比少增

1605亿元，货币派生能力减弱。

陶金则指出，M2同比增速略有下滑，且

低于市场预期，反映了房地产市场尤其是开

发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主体的融资活动

继续偏冷清，同时理财市场的抽水现象也一

定程度继续在影响M2统计数据。M1同比略

有回升，反映了企业盈利高增等因素支撑下

的实体经济即时需求较为平稳。M2与M1剪

刀差略收窄，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房地产领

域市场景气度正在边际改善，现金流改善。

周茂华则指出，M2同比增速回落。主要

是受企业中长期贷款回落、表外融资持续收

缩等导致货币派生能力有所下降；但从M2

两年平均增速约为10.1%，相对于名义GDP

增速，仍保持适度；M1同比增速回升，则主

要是企业存款有所增加与近两个月楼市销

售活动回暖带动。本月企业存款增加、贷款

下降，一定程度反映企业对经营前景偏谨

慎，认为投资机会较少。另外，企业存款同比

较上个月有所收窄，企业现金流状况仍需要

关注。

在人民币存款方面，11月，人民币存款

增加1.14万亿元，同比少增9612亿元。其中，

住户存款增加7308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

加9451亿元，财政性存款减少7281亿元，非

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减少257亿元。

针对后续货币政策，王好预测，在“稳”

字当头的大背景下，后续货币政策仍将保

持稳健灵活、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局面。在经

济稳增长、结构调整和“双碳”目标的制约

下，2022年货币政策依然是以结构性政策

工具为主、总量工具为辅。后续可能会有更

多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出台，定向支持特

定经济目标的实现。在必要的时候，总量货

币政策工具也会适时出台，助力经济发展

稳中求进。 北京商报记者刘四红

2021年11月金融数据如期出炉。12月9日，据央行官网披露，11月人

民币贷款增加1.27万亿元，同比少增1605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61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4786亿元。在业内人士看来，从信贷、社融数据看，

楼市需求在回暖，企业融资需求偏弱，目前，国内货币环境整体处于合理

区间，从平衡稳增长、防风险、促改革目标来看，后续货币政策整体是预调

微调，更注重结构性支持。

5月31日

央行宣布自6月15日起

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

5% 提高到7%

2021年至今
央行两次上调金融机构

外汇存款准备金率12月月日

央行宣布自12月15日起

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由现行的7% 提高到月%

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再次调

整。12月9日，央行官网发布消息称，为加

强金融机构外汇流动性管理，央行决定自

2021年12月15日起，上调金融机构外汇存

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即外汇存款准备

金率由现行的7%提高到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