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币贷款同比多增2.82万亿

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19.63万亿元，同比多增2.82万亿元。其中，12

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172.75万亿元，同比增

长12.8%，增速与上月末持平，比上年同期高

0.5个百分点。

分部门看，2020年住户贷款增加7.87万亿

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92万亿元，中长期贷

款增加5.95万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12.17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2.39万亿元，

中长期贷款增加8.8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7389

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4706亿元。

12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26万亿元，同比多

增1170亿元。从新增贷款结构上看，居民部门

贷款新增5635亿元，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少

增1899亿元和824亿元，其中，短期贷款新增

1142亿元，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少增1344亿

元和493亿元；中长期贷款新增4392亿元，分别

比上月和上年同期少增657亿元和432亿元。

在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看来，

12月居民新增贷款的减少，说明了房地产融

资收紧政策逐渐发挥效果，同时近期部分地

区疫情再度抬头，或对消费形成一定制约，引

起短期消费带贷回落。

此外，12月企业部门贷款新增5953亿元，

比上月少增1859亿元，但比上年同期多增

1709亿元，表明金融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

支持力度。其中，短期贷款减少3097亿元，比

上月和上年同期分别多减3831亿元和3132亿

元，短期贷款的减少增加了票据融资需求，12

月票据融资3341亿元，比上月和上年同期分

别多增2537亿元和3079亿元。

“这说明在短期贷款供应有限的情况下，

票据融资形成了一定替代；中长期贷款新增

5500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1522亿元，说明加

大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中长期贷款持续发

力，贷款结构有所优化。”温彬称。

在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看

来，从2020年金融统计数据来看，一是金融数

据结构较为理想，企业长期贷款保持强劲，显

示企业看好后续需求复苏前景；二是股票融

资强劲。

社融数据上，据初步统计，2020年社会融

资规模增量累计为34.86万亿元，比上年多

9.19万亿元。

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

加20.03万亿元，同比多增3.15万亿元；对实体

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增加1450亿

元，同比多增2725亿元；委托贷款减少3954亿

元，同比少减5442亿元；信托贷款减少1.1万

亿元，同比多减7553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

汇票增加1746亿元，同比多增6503亿元；企业

债券净融资4.45万亿元，同比多1.11万亿元；

政府债券净融资8.34万亿元，同比多3.62万亿

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8923亿元，同比

多5444亿元。

不过，12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72万

亿元，比上年同期少4821亿元，从新增社融数

据来看，明显低于市场预期。“这也印证了货

币政策逐渐回归常态。”温彬称。

“从社融数据来看，一是体现了实体经济

贷款需求保持前景；二是股票融资强劲表

现。”周茂华则告诉北京商报记者，12月份社

融明显回落，略不及预期，主要是表外融资下

滑、地方债和企业债发行收缩拖累。综合看，

目前国内信贷货币环境供需两旺，由于疫情

防控常态化，经济持续恢复，地方债发行将相

应调整，随着信用债市场信心恢复，国内社融

回归常态。

M1、M2增速减缓

在货币供应方面，金融统计数据显示，12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18.68万亿元，同比

增长10.1%，增速比上月末低0.6个百分点，比

上年同期高1.4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

62.56万亿元，同比增长8.6%，增速比上月末

低1.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4.2个百分点；

流通中货币（M0）余额8.43万亿元，同比增长

9.2%。全年净投放现金7125亿元。

在分析人士看来，M2增速的超预期回

落，主要是由于货币派生效应减弱。

不过，周茂华也认为，从同比数据来看，

2020年12月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旺盛，M2同比

维持两位数增长，仍保持在高位，显示实体企

业融资需求旺盛，国内经济保持复苏态势；目

前利率与货币供给环境整体保持适度，短期

央行全面降准降息迫切性不高。

另在人民币存款方面，根据统计，全年人

民币存款增加19.65万亿元，同比多增4.28万

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1.3万亿元，非金融

企业存款增加6.57万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

3931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1.06

万亿元。其中，12月份，人民币存款减少2093

亿元，同比多减8088亿元。

后续货币政策以稳为主

从2020年全年来看，年末M2增速比上年

同期高1.4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累计新增

19.6万亿元，比上年多增2.8万亿元；社会融资

规模累计新增34.86万亿元，比上年多增9.2万

亿元。

在温彬看来，2020年货币、信贷增长基本

实现了年度目标。12月金融数据走势也说明

了货币政策逐渐回归常态，M2和社会融资规

模增速趋于回落。货币社融趋于收紧的同时，

信贷结构有所优化，对企业部门和中长期贷

款支持力度加大，表明了金融对实体经济重

点领域的精准支持。

针对后续货币政策走向，北京商报记者

注意到，央行行长易纲日前谈及2021年金融

领域热点问题时指出，2021年货币政策要

“稳”字当头，宏观杠杆率增速预计今年回到

基本稳定轨道。支持好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

企业发展，继续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继

续推动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发挥好金融支

持绿色发展的三大功能。

温彬认为，下阶段，央行货币政策将保持

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稳健的货币政策

将灵活精准、合理适度，预计央行将继续主要

通过“MLF+逆回购”的组合调节市场流动性，

引导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GDP相

匹配。

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则指出，从货币

供应量看，显示出央行通过灵活的货币政策

操作，实现了流动性合理充裕。就接下来的货

币政策看，预计会以稳为主，尽量保持正常货

币政策延续更长的时间。虽然今年尤其是上

半年经济增速较高是大概率事件，但这主要

是去年经济受疫情影响增速较低所致，货币

政策对此而收紧的可能性较低。

易纲强调，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

注意防范金融风险的积累。要稳妥处置个体

机构风险和重点领域风险，健全金融风险预

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进一步压实各

方责任，补齐监管制度短板。风险处置过程坚

持依法合规、稳妥有序。完善风险处置长效机

制，多渠道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

周茂华指出，由于国内需求仍处于复苏

阶段，国内货币政策不会急转弯，但需要平衡

好稳增长、防风险和促改革的关系，国内宏观

杠杆转入稳阶段，接下来货币政策将保持灵

活精准；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前提下，继

续支持实体经济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刘四红

2020年金融统计数据出炉。1月12日晚，

央行官网披露，2020年全年， 人民币贷款增

加19.63万亿元，同比多增2.82万亿元；社融

规模增量累计34.86万亿元，比上年多9.19万

亿元。整体来看，2020年货币、信贷增长基本

实现了年度目标。分析人士认为，后续，货币

政策将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稳健

的货币政策将灵活精准、合理适度，预计央行

将继续主要通过“MLF+逆回购”的组合调节

市场流动性。

金融市场

去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9.63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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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评分维度

根据《办法》，保险资管公司评级系统选

取了公司治理与内控、资产管理能力、全面风

险管理、交易与运营保障以及信息披露等五

个维度，覆盖了公司治理和业务运作的各流

程环节。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保险资管公司

监管评级满分为100分，公司治理与内控、资

产管理能力、全面风险管理、交易与运营保

障、信息披露等五项要素分别为20分、30分、

25分、15分和10分。这五个维度每个均有4到5

个一级指标，对应不同的分值；每个一级指标

下又有数个二级指标，对应不同的权重，采用

定量的计算公式或者定性的评价要素计分。

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称，评级方法

上能定量的尽可能定量，以提升指标档位的

区分度，是本次保险资管公司评级政策的特

色之一。

根据《办法》，公司治理与内控方面，主要

评估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公司治理和规范运

作，以及内部控制机制运行有效性的情况；资

产管理能力方面，主要评估保险资产管理公

司资产配置能力和投资管理能力建设，以及

服务保险保障、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

的情况。

除此之外，《办法》还在评级体系中专门

设置了调整项指标，分为“扣分项”和“加分

项”，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为了更

好地向市场和机构传递政策信号，体现奖优

罚劣的监管导向。“对于经营管理能力和风

险管理能力弱的公司，给予持续的监管关

注，在业务上做‘减法’，必要时依法采取暂停

业务资格、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等审慎监管

措施。”

具体而言，一方面，对于被监管机构采取

监管措施或行政处罚、被交易市场及自律组

织采取纪律措施的机构相应扣减一定分数，

对于出现特别重大风险事件的机构实行“一

票否决”，直接定为D类。

当然，银保监会也有一些加分项。上述负

责人指出，将业外资质、资产管理规模、服务

业外资金、单位管理资产利润率等列入加分

项，鼓励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公司和“专而精”、

“小而美”的特色经营公司发展。同时，对于积

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开展环境、社会和公司

治理（ESG）等绿色投资，对行业发展作出重

大贡献的机构酌情予以加分。

划档ABCD

根据监管评级结果，《办法》将保险资产

管理公司划分为A、B、C、D四类机构，明确分

类结果是衡量公司经营管理能力和风险管理

能力的主要依据。其中，监管评级最终得分在

85分及以上为A类，70分（含）至85分为B类，

60分（含）至70分为C类，低于60分为D类。根

据《办法》，不同的评级结果，将导向不同的监

管措施。

对于不同类型机构，监管机构将在市场

准入、业务范围、产品创新、现场检查等方面

采取差异化的监管措施。

比如，对于经营管理能力和风险管理能

力强的A类公司，《办法》指出，将以非现场监

管为主，定期监测各项监管指标，在市场准

入、业务范围、产品发行和创新等方面给予适

当支持。

而对于风险管理能力弱、存在较多问题和

缺陷的D类公司，《办法》规定应当给予持续监

管关注，加强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依法限

制其高风险业务，督促其采取措施改善经营状

况、降低风险水平，必要时依法采取限制业务

范围、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等监管措施。

关于评级结果如何使用，银保监会相关

负责人还表示，监管评级结果主要用于银保

监会日常监管，由银保监会以“一对一”方式

向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通报，各公司不得将其

用于商业宣传。

对此，川财证券所长陈雳表示，从监管角

度来讲，保险资管机构的评级更多是从其自

身经营水平和风险承受力作出的一个框架性

比较判断，在实际经营中，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性，所以并不建议完全作为商业宣传目的去

片面夸大其正常经营情况；而且评级是每年

都会有调整的。

首都经贸大学保险系副主任李文中也分

析称，首先监管机构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客

户关注点并不完全相同，不宜简单地用监管

评级结果作为遴选受托机构的依据。其次，保

险资产管理公司主要负责受托运营的股东、

股东控制的保险公司或者其他经批准的机构

的资金，并不面向普通社会公众，这些机构在

选择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时并不非常依赖于某

种评级结果，而是会有其他遴选的方式与方

法。最后，该办法还需要通过实践检验进行完

善，如果允许用该结果进行商业化操作，可能

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扰动，也不符合出台《办

法》加强风险管理的初衷。

试运行近一年

为何保险资管公司需要分类监管？

业内人士指出，这与国内保险资管行业

逐步提升的影响力有关。自2003年首家保险

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以来，经过十余年发展，保

险资产管理公司目前已经设立28家机构，受

托管理保险业超过70%的资金，资产管理规

模近15万亿元。

据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保险资产

管理公司在大类资产配置、长期资金管理、

固定收益投资等方面的能力和影响力逐步

提升，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核心优势，已成为

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保险

资产管理公司在机构性质、管理风格、受托

规模、投资能力以及市场化程度等方面，差

异化特征明显。

该负责人认为，《办法》有利于实现分类

监管和差异化监管。通过监管评级，既能避免

过去混同监管带来的成本增加等问题，又能

清晰确定监管重点，合理配置监管资源，提升

监管效率。其次，《办法》有利于促进保险资产

管理公司防范风险、合规经营和规范发展，还

有利于强化监管导向。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

老金研究中心研究员朱俊生认为，《办法》的

评级体系将引导保险资管公司提升大类资产

配置与投资管理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合规文

化建设、人力及信息技术资源投入和运营保

障能力，这对于提高保险资产配置水平以及

提升保险资管相对于其他资管业态的整体竞

争力都具有积极的引导意义。

“当然，未来评级的维度和指标体系也可

根据实际评价的效果与市场的变化动态调

整，以更准确地对机构进行评级。”对此，朱俊

生如是补充道。

同时朱俊生指出，从监管的角度看，以风

险为导向的分类监管根据评价指标体系的结

果进行差异化监管，有助于清晰确定监管重

点，在资管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可以有效提升

监管效率。从机构的角度看，可以缓解原来统

一、无差别监管与机构差异化发展之间的张

力，促进机构探索差异化与特色发展道路。

另外，本次《办法》也为新规推行设置了

近一年的过渡期。具体而言，《办法》将自2022

年1月1日起全面施行，自发布之日至2021年

12月31日，为《办法》试运行期，期间暂不根据

监管评级结果采取监管措施。

李文中建议，在试运行期间，各保险资产

管理公司需要对标《办法》规定的各项指标进

行自评，找出差距，然后在试运行期内进行整

改提升，补齐短板。

北京商报记者 陈婷婷 周菡怡

“打分”15万亿资金 保险资管步入分类监管时代

以风险为导向的分类监管终于在保险资管行业吹响了“号角”。1月12

日， 银保监会发布《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监管评级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建立实施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评级制度，同时根据评级结果，在

市场准入、业务范围、产品创新、现场检查等关键领域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

业内人士认为，《办法》的出炉，对于提高保险资产配置水平，以及提升保险

资管相对于其他资管业态的整体竞争力都具有积极的引导意义。

·2020年M2增速·

余额（万亿元） 增速

3月1月 2月 4月 5月 7月6月 8月 12月9月 10月 11月

202.31 203.08 208.09 209.35 210.02 213.49 212.55 213.68 216.41 214.97 217.2 218.68

8.4% 8.8%
10.1%

11.1% 11.1% 11.1%
10.7% 10.4% 10.9% 10.5% 10.7% 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