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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 GDP 增速公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

背景下，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供血”能力成为经济

增长的关键问题之一。而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

的重要一部分，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

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

赵昌文在谈到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模式时表示：

“未来中国制造业要和中国经济一样，必须实现

以质量和效益为导向的内涵式发展。价值链要

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附加值要从中低端迈向中

高端，技术水平要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竞争力

要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迈向中高端，靠的是什

么？技术的提升和科技的跃升。

然而，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却一直并没有

那么“给力”。融资难融资贵，这一近年来困扰中

国企业实体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还有治么？该

怎么治？

融资难融资贵，“金融贫血”有治吗

为争取 200万元贷款，重庆通穗农用机械有

限公司负责人周兰清奔走在几家大银行间，但却

碰了一鼻子灰。

“要是能贷到款，我们年底产值能翻近一

倍。可抵押物不够，银行不理我们。”周兰清的遭

遇，国内很多企业家感同身受。

放眼全球，融资难题在中小微企业其实普遍

存在，但为什么这些年在国内反映得如此突出？

“融资难融资贵是个老问题，背后有一系列

深层次原因。而中国经济近年来面临较大的下

行压力，使这个问题更加凸显。”中国社科院金融

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一针见血。

中国目前的金融结构，离服务中小微企业、

鼓励创业创新的实际需要还有差距。业内人士

普遍认为，从银行业内部结构看，大银行为主体，

中小银行发育不足，“大象”很难俯下身子为“蚂

蚁”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从融资结构看，还是过

于依赖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发育仍不

充分，企业千军万马挤银行贷款的“独木桥”。

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深度调整中，这使得产

能过剩行业中缺乏实力的企业自然难以获得贷

款。北京金融衍生品研究院首席宏观研究员赵

企业为什么一直喊“渴”

要让金融之“水”更好地浇灌实体经济之

“木”，两样事最为关键：一是“水”的总量够不够，

二是浇灌的“渠道”有没有完全打通。

中国目前的货币信贷总量是否足以支撑实

体经济发展？央行 15日公布的前三季度金融主

要数据其实已经给出了回答。

从货币核心指标广义货币M2看，9月末余额

已经逼近 136万亿元，同比增速达到 12.1％，高出

全年预期目标1.1个百分点；从信贷核心指标人民

币贷款看，前三季度增加 9.9 万亿元，同比多增

2.34万亿元，9月末贷款余额已超过92万亿元。

“中国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

重松紧适度，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向市

场提供充裕的流动性。”央行副行长易纲已明确

表态。而银监会对银行向小微企业提供贷款的

要求，已从以往的“两个不低于”升格为今年的

“三个不低于”，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

货币信贷的总量目前已经比较充足，关键在

于“渠道”的打通。

屡屡碰壁之后，最近周兰清的厂子终于如愿

拿到了贷款。这得益于重庆江北恒丰村镇银行

经过调研，为其量身定制了新的信贷产品，以企

业存货和应收账款抵押。

“银行不是典当铺，应当更看重客户的履约

能力和发展潜力。”建行首席经济学家黄志凌直

言不讳，不放贷银行也难生存，所以银行要俯下

身子，深入了解行业前景，扶植有潜力的企业，将

信贷资源精准投放。

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努

力疏通。今年以来，首批试点的 5家民营银行全

部开张，村镇银行发展迅猛，从中央到地方都在

设立融资担保基金帮助企业解决抵押担保难题，

很多银行针对不同行业推出特色信贷产品、比拼

差异化服务……

货币信贷够不够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融资难融资贵发生在金融领域，但要想真正

解决问题，并不能局限于金融领域。

曾刚指出，对喊“渴”的企业要进行具体分

析。确实有好项目、好前景的，要采取综合措施

予以支持；确实处于产能严重过剩领域、自身缺

乏实力的企业，也不能一味满足，影响结构调整

进程。

“对企业来说应该练好‘内功’，提升核心竞

争力。”天津大通投资集团董事长李占通建议，企

业首先要强化创新，特别是在当前下行压力较大

情况下，保持竞争力的核心就是要不断创新和转

型；其次要增强诚信，从创办之初就要尽可能规

范财务。

当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是深远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

呼吁，企业要对这次结构调整有清醒认识，这不

是一次周期性调整，“蛰伏”起来“熬”过这个周期

一切又都会变好。企业要奋起自强，培育自己的

核心竞争力。

国家已经在采取综合性措施帮助解决融资

难题。9 月 1 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建立

总规模为 600 亿元的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财政部部长助理许宏才预计，这一基金将通过乘

数效应带动上千亿元社会资本注入。此前，财政

部、发展改革委已拿出部分国家产业技术研究与

开发资金，以引导基金方式吸引其他资金共同参

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业投资。

要真正解决融资问题，还要努力破解长期

以 来 困 扰 市 场 配 置 资 源 效 率 的“ 软 约 束 ”问

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军

建议，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使国有企业真

正成为能对各种经济信号作出灵敏反应的市场

主体，提高包括信贷资金在内的各种资源的市

场配置效率。

“金融贫血”该怎样治本

19 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前三季度国民

经济运行数据，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9％。这些数据会给百姓生活带来什么影响？

记者梳理出六大数据、趋势，说说 GDP 增 6.9％

和老百姓的那些事儿。

房价“涨”吗？
【数据】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70535 亿元，同

比 名 义 增 长 2.6％（扣 除 价 格 因 素 实 际 增 长

4.2％），增速比上半年回落 2.0个百分点，其中住

宅投资增长 1.7％。房屋新开工面积 114814 万

平方米，同比下降 12.6％，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

下降 13.5％。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82908 万平

方米，同比增长 7.5％，比上半年加快 3.6 个百分

点，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增长 8.2％。

【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
中心主任倪鹏飞：

长期以来，房地产业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

重要力量，既关乎未来 GDP增速，又关乎百姓生

活。从数据看，前三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基

本上延续了增幅速度持续放缓的态势，销售出现

回暖，房地产形势整体有回暖迹象。

部分一线城市房价出现明显上涨，但二三线

城市库存还是较大，开发商也想尽快解套，因此

不会很快提价。

对于百姓来说，现在已经进入买方市场，购房

者的选择范围更宽，有利于一些刚需人群买到适合

自己的高品质住房。此外，这种买方市场也在倒逼

房地产企业通过提升产品品质来吸引购房者。

农村人收入比城里人涨得快
【数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512 元，

同比名义增长 8.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297元，同比名

义增长 9.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8.1％。

【解读】中国政府加大了惠民生的力度，系列

促增收的政策措施逐步落实，使城乡差距缩小，

农村人收入增速超过了城里人，农民是其中最大

受益群体。从数据来看，今年经济运行中的一个

很大的亮点，就是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继续

保持较快增长，“跑赢 GDP”，刺激消费需求进而

拉动了 GDP。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姚庄镇横港村村民蒋

兰仙：农村宅基地流转后从村庄搬进了农民集聚

社区“桃园新邨”，之前住的 30 多年老房子两层

楼估价 30 万元，置换成现在社区里的两套公寓

房和 2个车库，我的房产价值目前超过 100万元。

财产性收入增加也成为家庭增收的主要方

式，平时我在家中分到的其中一间车库开理发

店，每月有 2000 元的收入，自家住大套房子，小

套房子和车库出租，每个月租金大约 1000元。

我粗略地算了个账，到镇上社区居住后，每

年的家庭收入从以前的七八万元，变成现在的将

近 15 万元。住在城镇化的社区，农村也还有自

留地，同时还能参与农村集体经济的分红，日子

一天比一天好。以前是我们羡慕城里人，现在是

城里人羡慕农村人！

找工作选择更多了
【数据】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重为 51.4％，比上年同期提高 2.3 个

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 10.8个百分点。

【解读】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
学家庄健：

第三产业快速增长的态势表明中国经济结

构正在发生比较好的变化。第三产业相比第二

产业具有更强的吸纳劳动力能力，需要大量的人

来参与。从经济数据来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的增长，社会经济吸纳劳动力

的潜力还很大。但新兴的服务业对劳动力素质

要求更高，这要求每个劳动者更多的学习知识、

提升技能水平，才能在新态势下获得更多就业发

展机会。

互联网还有更大惊喜？
【数据】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 58.4％。全国网上零售额

25914亿元，同比增长 36.2％。

【解读】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
学家庄健：

消费增长相对来说一直比较稳定，这块以后

还会增长。线上消费是一个新兴的业态，因为电商

从单纯的价格竞争转型

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互

联网消费正在变成一种

消费习惯。前三季度网

上零售额数据增幅比较

大。这种强劲的态势要

维持下去，就需要挖掘新

的市场潜力，现在国内知

名电商都在向农村地区

拓展，可以预见未来电商

将覆盖更多农村地区、西

部地区，群众将享受到更

多的便利。

贷款容易好创业
【数据】前三季度，新

增人民币贷款 9.90万亿

元，同比多增 2.34 万亿

元 ，新 增 人 民 币 存 款

13.00 万亿元，同比多增

1.93万亿元。社会融资规

模增量为11.94万亿元。

【解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陈
善昂：

前三季度货币信贷稳中有升，符合市场预

期，信贷环境宽松。数据的发布对于老百姓的投

资、消费信心可以提供一个保障。在短期内，老

百姓可以增加消费性的贷款或外汇理财产品。

从数据上看，企业的融资环境会有明显改善，

结合今年年内多次降准降息，从企业的角度来说，

融资环境越来越宽松了。而新增人民币贷款主要

还是在中长期贷款及固定投资贷款上，此项数据的

增长意味着企业用于中长期投资的比例增加，有利

于大环境内企业的转型升级。 （据新华社）

GDP增 6.9％，“关你什么事儿？”

央 行 近 日 发 布 消

息 ，初 步 统 计 2015 年

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

模 增 量 为 11.94 万 亿

元 ，比 去 年 同 期 少

5786 亿 元 。 其 中 ，前

三 季 度 对 实 体 经 济 发

放 的 人 民 币 贷 款 增 加

8.99 万亿元，同比多增 1.35 万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

折合人民币减少 2660 亿元，同比少增 5044 亿元；委托贷款增加

1.01 万亿元，同比少增 5466 亿元；信托贷款增加 566 亿元，同比少

增 3036 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 5871 亿元，同比少增

7063 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 1.85 万亿元，同比少 550 亿元；非金融

企业境内股票融资 5383 亿元，同比多 2350 亿元。2015 年 9 月份社

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1.30 万亿元，分别比上月和去年同期多 2172 亿

元和 2145 亿元。

从结构看，前三季度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

融资规模的 75.3%，同比高 14.2 个百分点；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

款占比-2.2%，同比低 4.1 个百分点；委托贷款占比 8.4%，同比低 4.0

个百分点；信托贷款占比 0.5%，同比低 2.4 个百分点；未贴现的银行

承兑汇票占比-4.9%，同比低 5.9 个百分点；企业债券占比 15.5%，同

比高 0.3 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 4.5%，同比高 2.1

个百分点。 （姜晨怡）

央行：9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
量为1.3万亿元

庆明指出，很多行业正在经历痛苦的淘汰落后产

能过程，实体经济的深度调整正在向金融业传

导。上半年银行不良贷款率攀升至 1.5％，银行

发放贷款时越来越谨小慎微，结果就是提高担

保、抵押等门槛和风险溢价（利率）水平，加重了

融资难题。

“虽然问题表现为融资难融资贵，其实里面

有不同的原因。不能混为一谈、一概而论，而应

区分不同原因、采取有针对性对策，才能真正解

决问题。”曾刚说。

尽管 19 日公布的中国经济三季度同比增

速 6.9％，略低于前两个季度的 7.0％，但依然

获得海外观察人士的积极评价。有专家指出，

正在转型的中国经济将在中长期持续释放增

长潜能。

英国经济智库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

咨询委员会主席梅格纳德·德赛在接受记者专访

时表示，中国经济至今保持几十年的高增长，且

不断推出令人惊喜和期待的改革举措，取得的成

就令世人刮目相看。他还说，中国经济正从此前

的出口和投资拉动增长，向消费驱动型转变，这

个过程会释放出中长期经济增长潜能。

前三季度，中国经济承受着世界经济复苏

乏力的压力，三季度增速降至 2009 年以来最

低。但作为对经济数据颇为敏感的市场人士，

纽约证券交易所资深交易员斯蒂芬·吉尔福伊

尔 19 日说，当前的经济数据仍好于市场预期，

特别是 9 月的零售业数据呈现今年以来的最佳

增速。

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仍为

其他主要经济体羡慕，中国经济体量巨大，这意

味着即便中国经济增速相对趋缓，仍将是全球消

费和生产的主引擎之一。

德国央行董事会成员约阿希姆·内格尔 19

日指出，按目前的规模，中国经济 7％的增速，对

世界经济的意义大约和 2005年时 11％的增速相

当。他还说，中国工业部门调整步伐明显，过剩

产能正在削减。

19 日公布的数据也印证这一点。当季第二

产业增长 6.0％，第三产业增长 8.4％。瑞穗综合

研究所中国研究室室长伊藤信悟 19 日表示，中

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正对第二产业增长的放缓起

到弥补作用，且国内消费依然强劲，大城市住房

销售势头良好。

对于未来经济走势，汇丰银行首席执行官欧

智华认为，受消费强劲增长的提振，中国未来几

年的增速“仍将超过全球经济增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也说，中国会

在明年重新获得增长动力，“目前我们正看到大

规模的转型”。

德 赛 认 为 ，中 国 当 前 的 经 济 金 融 改 革 正

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正把握全球经济话题

变化带来的机遇，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

样 有 勇 气 、决 心 和 能 力 进 行 如 此 之 多 的 改

革。鉴于目前中国的经济体量及其与国际经

济金融秩序的融合程度和影响力，未来走向

让全球期待。

转型升级的中国经济提供许多新机遇。汇

丰银行中国区行政总裁黄碧娟认为，过去中国是

世界工厂，如今中国是世界市场，对外国企业而

言，中国市场充满广阔机遇。一方面基础设施投

资依然大有可为，另一方面中产阶层的兴起带来

了巨大购买力。与此同时，中国的人民币国际

化、“一带一路”倡议将促进中国对外投资。她认

为，中国当前的对外投资兴趣广泛，包括医疗健

康、环保科技等领域。

海外看好中国经济前景
■■瞭望驿站瞭望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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