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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点： 

 事件： 

11 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26100 亿元，同比多增 4745 亿元，较前值 15899

亿元环比多增 10201亿。社融余额同比增速 10.1%，较前值回升 0.1个百

分点。11月 M2增速录得 8.5%，增速较前值回落 0.2个百分点，M1增速

由前值的 2.8%上升 0.2个百分点至 3.0%。 

 社融增速企稳回升，人民币贷款、债券、专项债是主因 

11 月新增社融环比大增，主要因为人民币贷款、企业债券融资和地方政

府专项债均较前值有较大幅度增长。同比角度来看，后两者也仍较去年同

期有较大幅度增长。前者虽然低于去年同期，但存在去年底疫情逐步得到

控制后贷款加速投放的影响，总体看 11月人民币贷款仍高于疫情前 5年

同期的均值水平 12138亿。非标融资仍是拖累项，信托贷款降幅同环比均

上升。 

 地产行业边际调整，居民户中长期贷款增长 

11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13000亿，分别较前值和去年同期多增 5248亿和少

增 2309亿，今年由于下游需求转弱、房地产行业严格监管等因素，信贷

需求震荡走低。结构上来看 11月居民中长期贷款是新增信贷的主要组成

部分，占比 45.6%，高于疫情前 35%左右的水平，主要可能与短期内房地

产行业监管政策边际调整，房企面临流动性困境加速销售回款有关。企业

中长期贷款虽然较前值有所回升，但仍低于疫情前的水平，显示下游需求

仍弱。 

 M2-M1剪刀差收窄，政策有望进一步宽松 

11月 M2增速录得 8.5%，增速较前值回落 0.2个百分点，M1增速由前值

的 2.8%回升 0.2个百分点至 3.0%，M2与 M1增速之差有所缩小，为今年

4月以来首次。由于今年经济增长前高后低，下半年以来经济增速持续下

行，疫情的反复增加了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企业倾向于减少活期资金。

另一方面今年商品房销售数据持续走弱，也是M2-M1剪刀差的一个重要

原因。但这两个因素在最近有所改变，预计 M2-M1有望进一步收窄。 

 风险提示 

通胀超预期，经济下行超预期，政策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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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融增速企稳回升 

11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26100亿元，同比多增 4745亿元，较前值 15899

亿元环比多增 10201 亿,同环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社融余额同比增速

10.1%，较前值回升 0.1个百分点。 

 

图 1  社融增速略有回升（亿，%）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Wind 

 

图 2  人民币贷款、企业债及政府专项债均环比大增（亿）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Wind 

 

11月新增社融环比大增，主要因为人民币贷款、企业债券融资和地方政

府专项债均较前值有较大幅度增长。同比角度来看，后两者也仍较去年同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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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幅度增长。前者虽然低于去年同期，但存在去年底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后贷

款加速投放的影响，总体看 11月人民币贷款仍高于疫情前 5年同期的均值水

平 12138亿。非标融资仍是拖累项，信托贷款降幅同环比均上升。 

2 居民中长期贷款增长 

具体来看，11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13000亿，分别较前值和去年同期多增

5248亿和少增 2309亿，今年由于下游需求转弱、房地产行业严格监管等因

素，信贷需求震荡走低。结构上来看 11月居民中长期贷款是新增信贷的主要

组成部分，占比 45.6%，高于疫情前 35%左右的水平，主要可能与短期内房

地产行业监管政策边际调整，房企面临流动性困境加速销售回款有关。企业中

长期贷款虽然较前值有所回升，但仍低于疫情前的水平，显示下游需求仍弱。 

图 3 短期贷款及票据融资大增（亿）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Wind 

 

图 4  社融主要分项历史波动（亿）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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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债券融资规模 4104亿，分别较前值和去年多增 2074亿和 3264亿，

股票融资 1294亿，分别较前值和去年同期多增 448亿和 523亿，直接融资

占比有所抬升。11 月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 8158 亿，分别较前值和去年同期

多增 1991亿和 4158亿，在完成发行目标的背景驱动下 11 月地方政府专项

债有所加速。表外融资来看，11 月减少 2538 亿，较前值和去年同期降幅进

一步扩大，一方面房地产行业融资渠道逐步转向表内，另一方面偏紧的财政基

调下地方政府隐性负债的管理也对非标融资进一步压缩。 

 

图 5 非标融资总体继续收缩（亿）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Wind 

 

3 M2-M1剪刀差边际收窄 

11月 M2增速录得 8.5%，增速较前值回落 0.2个百分点，M1增速由前

值的 2.8%回升 0.2个百分点至 3.0%，M2与 M1增速之差有所缩小，为今年

4月以来首次。由于今年经济增长前高后低，下半年以来经济增速持续下行，

疫情的反复增加了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企业倾向于减少活期资金。另一方面

今年商品房销售数据持续走弱，也是 M2-M1剪刀差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两

个因素在最近有所改变，首先接近年底，管理层释放维稳的信号十分明确，政

策维稳的力度料将有所加大。另一方面，房地产严监管的政策有所调整，对于

今年前期过度严格的融资和监管政策进行了边际放宽，房地产销售增速下滑

预计将放缓。因此预计 M2-M1有望进一步收窄。 

自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报告删去“管好货币政策总闸门”的表述后，全面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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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叠加结构性降息的货币政策工具先后落地，12月 6日，央行宣布下调金融

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个百分点，共计释放长期资金约 1.2万亿元。此外，支

农、支小再贷款自 2021 年 12 月 7 日起下调 0.25个百分点。组合拳的出台

有助于缓解银行负债端压力，更好助力实体经济。明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的下行

压力仍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强调“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

三重压力，重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都表明了管理层维稳的政策意图。从

人民币汇率升至近年高位、PPI数据开始高位回落，货币政策空间逐步打开，

预计后续随着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货币政策有望进一步边际放松。 

 

图 6 M2-M1剪刀差边际收窄（%）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Wind 

 

 

风险提示：通胀超预期，经济下行超预期，政策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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