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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 11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
量累计为33.6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2.79万亿元；人民币贷款增加 21.58万
亿元，增量已超去年全年；人民币存
款增加25.65万亿元，同比多增1301亿
元……12月 1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11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晒出11月金
融“成绩单”。专家表示，11月信贷保
持平稳增长，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力度稳固，有助于市场信心恢复，预
计明年中国经济将继续向好发展。

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速高
于名义经济增速

央行披露的数据显示，11 月末，
广义货币 （M2） 余额 291.2 万亿元，
同比增长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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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
0.6 个 和 3.3 个 百 分 点 。流 通 中 货 币

（M0）余 额 11.02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4%。当月净投放现金1660亿元。

看人民币贷款，11 月末，人民币
贷款余额 236.4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8%，仍高于名义经济增速。11 月
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9 万亿元，同
比少增 1368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
款增加 2925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

加 594 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2331 亿
元；企 （事） 业单位贷款增加 8221亿
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 1705 亿元，
中长期贷款增加 4460亿元，票据融资
增加 2092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
款减少207亿元。

看人民币存款，11 月末，人民币
存 款 余 额 284.18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2%。11 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 2.53 万
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 9089 亿元，
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 2487 亿元，财政
性存款减少 3293 亿元，非银行业金融
机构存款增加1.57万亿元。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
分析，银行通常在四季度减少信贷投
放，因此 11 月是传统信贷小月，“考
虑到上年同期基数较高的情况，这个
超过万亿元的增量已经不低”。

社融增速延续回升态势

近年来，中国贷款增速一直保持
在较高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
固。根据央行数据，目前，中国银行
体系贷款余额超过 200 万亿元，社会
融资规模余额超过 300 万亿元；近年
来，中国每年贷款新增 20 万亿元左
右，社会融资规模新增30多万亿元。

初步统计，今年前 11个月，社会
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33.65万亿元，比

上年同期多 2.79 万亿元。11 月份社会
融资规模增量为 2.45 万亿元，比上年
同期多4556亿元。

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
贷款增加1.11万亿元，同比少增447亿
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
人民币减少357亿元，同比少减291亿
元；委托贷款减少 386 亿元，同比多
减 298 亿元；信托贷款增加 197 亿元，
同比多增 562 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
兑汇票增加 203 亿元，同比多增 12 亿
元；企业债券净融资 1330亿元，同比
多726亿元；政府债券净融资1.15万亿
元，同比多4992亿元。

根据央行数据，前 11个月企业贷
款利率为 3.89%，同比下降 0.3 个百分
点，继续保持在有统计以来的历史低
位。“这说明在贷款延续平稳增长态势
的同时，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
降，贷款结构进一步改善。”曾刚说。

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力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
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
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社会融资
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
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曾刚认为，货币政策向“精准有
效”转变，意味着中国未来宏观货币

政策，尤其是信贷政策不会单纯考核
总量的变化，而是讲求高效的规模扩
张，让资金真正流入到有有效需求的
经济主体中去，这是对于中国货币政
策的边际优化举措。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我
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定力，既保持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又避免

‘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宏观杠杆率
基本稳定，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
力支撑。”曾刚说。

不过也要看到，目前企业和居民
融资需求的稳定性、持续性仍有待提
升，也需要货币政策进一步发力，更
有力地增强市场信心和预期。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
为，为使政策效果更为有效，应强化
货币政策和财政、产业、区域、科技
政策等之间的协调配合，积极盘活被
低效、无效占用的金融资源，实现信
贷结构“有增有减”、融资结构“有升
有降”，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前11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21.58万亿元，增量已超去年全年——

信贷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本报记者 孔德晨

本报北京12月 14日电 （记者王俊
岭） 14 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在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几个月，中
国货物贸易呈现回稳向上的势头，以人
民币计进出口增速连续 4 个月回升，10
月、11月均实现正增长。

束珏婷说，综合来看，外贸发展的
积极因素不断累积，回稳态势持续巩固：

一是贸易活跃度继续上升。中国出
口贸易量自8月起同比由降转增，且增幅
持续扩大，11 月当月出口量增长 12%，
达到二季度以来峰值。与此同时，进口
贸易量连续 10个月保持正增长。量的稳
步增长是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重要支撑。

二是外部需求呈现回暖迹象。11 月
当月，中国对美出口结束14个月的下降，
转为增长 9.6%，对日、韩等进出口降幅收
窄。手机、家电等消费电子产品回升势头
明显，11月集成电路进口金额增速年内首
次转正，进口量连续3个月增长，显示出终
端电子产品的出口需求有所改观。

三是企业预期持续改善。商务部跟
踪调查显示，外贸企业出口订单情况连
续6个月好转。

“四季度以来，不少跨境电商平台通
过举办促销活动、加大流量投入、提升服
务水平等方式，进一步赢得多国消费者青
睐，在假日购物季中表现良好。”束珏婷举
例说，今年以来，中国跨境电商继续保持
快速增长。前三季度跨境电商进出口 1.7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4%，拉动同期
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速超1个百分点。

束珏婷表示，接下来，商务部将按
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会同相关部
门和地方全力培育外贸新动能、巩固外
贸外资基本盘、拓展外贸新空间，为广
大外贸企业发展创新提供坚实的政策和
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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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2月14日电（记者李婕） 14
日，中国海油发布消息，“深海一号”二期
项目压力最高的开发井——A12井钻井作业
顺利完成，刷新国内深水开发井压力等级
纪录，有效验证了中国自主建立的深水油
气勘探开发技术体系的可靠性和先进性，
对确保项目顺利投产、进一步开发深水复
杂油气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深海一号”二期是中国首个深水高压
气田项目，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500亿立
方米，采用“水下生产系统+浅水导管架处
理平台+深水半潜式平台远程操控系统”模
式建设。该项目分南、北、东3个井区密集
部署的 12 口水下气井中，有 3 口井为深水
高压井。

此次完成的 A12 井是压力最高、作业
难度最大的一口，其目的层压力系数达
1.74，地层压力达到 69 兆帕，相当于家用
高压锅工作压力的 1000 倍，钻井作业实施
的技术难度和安全风险都非常高。

“我们针对井筒安全与降本增效开展16
项科研攻关，攻克了深水高压井安全控
制、开发井井筒完整性保持等6大关键性难
题，形成了 A12 井安全钻进作业方案，确
保作业目标圆满实现。”中国海油“深海一
号”二期项目钻井总监代锐说，此次最高
压力井钻井作业的安全实施，对“深海一
号”二期后续其他井作业和同类深水高压
油气资源开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据中国海油海南分公司总工程师刘书
杰介绍，A12 井完钻井深超过 4300 米，至
此，“深海一号”二期项目钻井总进尺已
超过 5 万米，相当于 6 座珠穆朗玛峰的高
度，钻井作业整体进度达到 90%。整个项
目钻井作业工期较设计提前 150 余天，提
效超30%。

刘书杰表示，“深海一号”二期项目最
高压力井钻井作业的完成，进一步提振了

项目团队安全高效完成全部深水钻完井任务的信心，为项目
按时投产奠定坚实基础。“深海一号”二期项目投产后，将推
动“深海一号”大气田的高峰年产量提升到45亿立方米，相
当于海南岛天然气消耗量的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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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正值养殖海参南迁
过冬时节，在“北参南养”
主产区福建省霞浦县，养殖
户从北方辽宁大连、山东青
岛等地购买引进的 9000余车
成长了一年多的海参苗被重
新分笼，投放到海参养殖渔
排内继续生长，等待第二年
清明前后收获上市。近年
来，霞浦县“北参南养”模
式持续增量发展，逐渐成为
当地海洋养殖的支柱产业之
一。据统计，2022 年霞浦县
海参产量达5.5万吨，总产值
72 亿元，约占全国成品参的
30%。图为 12 月 13 日，渔船
行驶在霞浦县溪南镇海参养
殖区。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北参南养北参南养

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大力发展绿色能源产业，目前全县已有风力发电和分
布式光伏户9600多户，年均发电量4.1亿千瓦时，年可节约标准煤14.76万吨。
图为沂源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在沂源县鲁村镇小张庄村光伏发电基地检查发电
运营情况。 唐竟淇摄

今年以来，南方电网超高压输电公司大理局强化电力保供，开展高海拔超
（特） 高压直流带电作业45次、消除缺陷49条，有效减少停电时间，保障企业和
居民的用电需要。图为该公司工作人员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马耳山海拔3404
米地带开展±800千伏新东直流线带电更换玻璃绝缘子作业。 符远征摄

本报北京 12 月 14 日电 （记者严
冰）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获悉，11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 1.78
亿吨，同比增长 3.2%；其中电煤 1.3 亿
吨，同比增长0.6%。截至11月底，全路
371 家直供电厂库存 8627 万吨，同比增
长 15.2%，可耗天数均在 20 天以上，保
持较高水平。

国铁集团货运部负责人介绍，进入
冬季后，各地气温明显下降，发电供暖
用煤增加，煤炭运输需求攀升。国铁集
团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全力以赴保障煤
炭运输需求。充分发挥大秦、唐包、瓦
日、浩吉、兰新铁路等货运主通道作
用，提升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疆煤外

运能力；加强调度指挥，统筹运用线
路、机车、车辆、货场等资源，增加煤
炭运输能力供给，11月份，国家铁路日
均煤炭装车 8.5 万车，同比增长 2.3%；
与地方政府和重点发电企业加强沟通联
系，动态掌握煤炭消耗和库存情况，精
准组织保供运输；与公路、港口等其他
运输方式有序衔接，加强装卸车组织，
确保煤炭运输畅通高效。

该负责人指出，国家铁路煤炭运量
持续增长，凸显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回升
向好的态势。国铁集团将密切关注发电、
供暖企业存耗煤情况，切实做好迎峰度
冬保供运输组织，为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和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11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78亿吨
同比增长3.2%

本报北京12月 14日电 （记者
韩鑫、张艺开） 记者近日从黑龙江
省公路建设中心获悉：国道三莫公路
雪乡至亚布力段改扩建工程项目（简
称亚雪公路项目）有新进展，滑雪场
至亚布力段取得工程建设用地及施
工许可批复，标志着 2025 年第九届
亚洲冬季运动会雪上竞技项目比赛
场地的重要交通通道建设顺利推进。

据悉，亚雪公路项目建设总里

程近96公里，途经黑龙江省哈尔滨
尚志市、五常市、牡丹江海林市及
吉林省敦化市，路线联通雪乡国家
森林公园、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
等多个旅游景点，项目的建设不仅
为第九届亚冬会打通交通通道，还
将助力区域交旅融合加快发展。项
目目前正积极投入亚雪公路冰雪旅
游期间全线除雪保通、防滑保畅工
作，计划于2024年10月份完工。

亚雪公路改扩建工程加快推进

本报哈尔滨12月 14日电 （记
者方圆） 2023年，黑龙江省粮食生
产实现二十连丰，粮食作物种植面
积 达 到 22114.65 万 亩 ， 占 全 国 的
12.4%，同比增加 89.85 万亩，超国

家下达任务 287.75 万亩；粮食总产
量 1557.64 亿斤 （历史第二高），占
全国的 11.2%，连续 14 年位居全国
第一。同比增加 5.04 亿斤，超国家
下达任务19.94亿斤。

黑龙江粮食生产实现“二十连丰”

本报石家庄12月 14日电 （记
者邵玉姿） 记者从河北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获悉，今年河北新建成口袋
公园166个，为群众增添了身边的绿
色活动空间，助力优化城市功能布局。

今年以来，河北各地以老城区、
中心城区为重点，充分利用闲置地、
废弃地、公共建筑周边城市空间，因
地制宜规划建设口袋公园，配置体育
健身、休闲娱乐等配套设施，以及饮
水、照明、道路、坐凳、垃圾箱等服务

设施，积极推动绿地开放共享，为群
众提供看得见、走得进、宜赏宜用的
身边游憩空间。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编制
印发 《河北省口袋公园建设导则

（试行 2023）》《科学种树种草和绿
地开放共享导则》，为口袋公园建设
各工作环节提出指引，提高口袋公
园建设的科学性、规范性、特色
性，指导各地建设服务居民、开放
共享、功能融合的高品质口袋公园。

河北今年新建成口袋公园166个

新华社北京12月 14日电 （记
者王悦阳、张辛欣） 记者14日从工
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 1 至 11
月，全国造船完工量 3809 万载重
吨，同比增长 12.3%；新接订单量
6485 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63.8%；

截至 11 月底，手持订单量 13409 万
载重吨，同比增长29.4%。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11 月，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
单量、手持订单量以载重吨计分别占
全球总量的50.1%、65.9%和53.4%。

前11个月造船三大指标同步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