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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2022 年 7 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 12%，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

期高 0.6 个和 3.7 个百分点。从 2021 年下半年开始，中国货币供给 M2 同比增速呈现

明显上升趋势，说明居民、企业和其他单位更加倾向于把钱储存起来，而不是用于消

费和投资。这种趋势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同期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和全

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都呈现下行趋势是一致的。 

 2022 年 7 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 12%，狭义货币(M1)余额同比增长

6.7%，货币供给 M2 同比增速快于 M1 同比增速。过去三年以来，除春节因素导致的

异常波动外，中国货币供给 M2 同比增速大于同期货币供给 M1 同比增速，这种趋势说

明居民、企业和其他单位更加倾向于选择较长的存款期限，获取较高的利息收入，而

不是将钱用于消费、买卖股票和房地产、扩大企业经营规模等用途。 

 2022 年 7 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10.7%，增速比上月降低 0.1 个百分点。社

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降低，说明货币需求下降，居民、企业和其他单位不愿意通

过融资扩大消费、投资和生产规模。 

 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中，人民币贷款余额近期占 61%左右的比重，是社会融资的主

渠道。2021 年初以来，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速呈现一路下行走势。人民币贷款余额

同比增速下降，说明居民和企业融资需求增速放缓，是导致经济下行的重要原因。 

 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中，委托贷款余额、信托贷款余额、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

额近期合计占 5%左右，这三种融资方式被称为“影子银行”贷款。从 2017 年开始，

政府治理“影子银行”金融风险，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经济下行阶段，房地产、落

后过剩产能等受到严格融资限制的行业对“影子银行”的融资需求强烈，政府应当巩

固已经取得的治理成果，绝对不能让“影子银行”业务再次野蛮生长。 

 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中，企业债券余额、政府债券余额、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

近期合计占 30%左右，是重要的社会融资渠道。与欧美、日本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相比，中国债券和股票融资无论是从总规模还是从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比重看，都

有很大发展空间。在经济下行阶段，政府应当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和比率，增加政府负

债规模和增长速度。 

  国际通货膨胀处于高位，经济转为下行趋势，正向衰退边缘滑行，国际关系异常紧张。

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持续下行。在这样的国内外环境下，股票市场投资要格外谨

慎，预计 2022 年不会有牛市，存在结构性投资机会和大跌以后的反弹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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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2年7月，中国货币供给同比增速上升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统计数据，2022 年 7 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 257.81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2%，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 0.6 个和 3.7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

余额 66.18 万亿元，同比增长 6.7%，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 0.9 个和 1.8 个百分点；

流通中货币(M0)余额 9.6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9%。 

图 1：中国货币供给 M2 月度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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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根据自身金融资产的特点，将货币供应量划分为如下货币层次： 

M0=现金； 

M1=M0+单位活期存款； 

M2=M1+个人储蓄存款+单位定期存款； 

M3=M2+商业票据+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只公布了 M0、M1 和 M2，而 M3 只测算没有对外公布。 

货币供给 M2，被称为广义货币供给量，它包括了一切可能成为现实购买力的货币形式，

通常反映的是未来社会总需求变化和未来通货膨胀压力状态。 

从 2021 年下半年开始，中国货币供给 M2 同比增速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说明居民、企

业和其他单位更加倾向于把钱储存起来，而不是用于消费和投资。这种趋势与国家统计局发

布的同期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都呈现下行趋势

是一致的，从不同的方面说明了居民和企业更加注重回避风险，居民不愿意花钱消费，企业

不愿意花钱扩大生产规模。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和投资是内需拉动力量，是最重要的拉动力量。

内需拉动力量疲弱，是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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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2年7月，中国货币供给M2同比增速快于M1同比增速 

2022 年 7 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 12%，狭义货币(M1)余额同比增长

6.7%，货币供给 M2 同比增速快于 M1 同比增速。 

图 2：中国货币供给 M1 月度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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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货币供给 M2 同比增速快于 M1 同比增速已经持续了较长时间了。过去三年以来，除春

节因素导致的异常波动外，中国货币供给 M2 同比增速大于同期货币供给 M1 同比增速，这

种趋势说明居民、企业和其他单位更加倾向于选择较长的存款期限，获取较高的利息收入，

而不是将钱用于消费、买卖股票和房地产、扩大企业经营规模等用途。 

分析这种趋势，主要原因是居民、企业和其他单位面临的风险上升，居民面临的风险包

括：失业率上升、工资奖金增长缓慢或者下降、医疗养老压力增加、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下跌

压力增大等；企业面临的风险包括：市场销售困难甚至被迫关门、产能过剩、上游能源原材

料成本上升、厂房办公楼租金上涨、关键设备技术被“卡脖子”等。其他单位面临的风险包

括：政府公务员降薪、事业单位及其员工收入增速降低等。 

居民、企业和其他单位在权衡了各自风险承受能力以后，作出了降低消费和投资增速，

更加倾向于回避风险的决策，导致了当期经济活动水平降低，是中国经济下行的的主要原因。 

从另外一个方面看，货币供给 M2 同比增速快于 M1 同比增速说明当期的货币购买力量

被蓄积起来了，2022 年 7 月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达到 257.81 万亿元规模，同比增长 12%，

增长速度呈现上升趋势，货币供给 M2 规模庞大和高速增长为未来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 

当前，欧美等地通货膨胀达到 8%左右高水平，俄乌战争和席卷北半球的百年一遇的持

续高温干旱导致全球能源和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提高了居民消费支出和企业采购支出压

力。中国每年需要进口规模庞大的石油、大豆、玉米和其它大宗商品，很难在全球高水平的

通货膨胀独善其身，货币供给 M2 规模庞大和高速增长很可能对未来中国通货膨胀水平上升

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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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2年7月，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降低 

2022 年 7 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334.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增速比上月降低

0.1 个百分点。从 2021 年第三季度以来，中国社会融资存量同比增速度呈现止跌企稳、略

有反弹的走势，但是反弹不稳定，经常有波动。 

图 3：中国社会融资存量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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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降低说明货币需求下降，对包括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在内的

社会总融资需求增长速度降低，居民、企业和其他单位更加倾向于不愿意通过融资扩大消费、

投资和生产规模。 

四、2022年7月，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降低的因素分析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包括人民币贷款余额、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余额、委托贷款余额、信

托贷款余额、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企业债券余额、政府债券余额、非金融企业境内

股票余额等。是什么因素导致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降低呢？ 

2022 年 7 月末，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中人民币贷款余额、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余额、

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企业债券余额共四个组成部分的同比增速比上月降低，这四个

组成部分合计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 72%左右，是导致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降低

的主要原因。 

2022 年 7 月末，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中委托贷款余额、信托贷款余额同比继续降低，

与上月相比降低的速度略有放缓。 

2022 年 7 月末，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中政府债券余额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同

比增速比上月上升，这两个组成部分合计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 20%左右，是抑制社会融资

规模存量同比增速降低的主要原因。政府债券余额同比增速由政府决定，非金融企业境内股

票余额同比增速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查机构控制，两者同比增速都体现政策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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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中国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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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中，人民币贷款余额近期占 61%左右的比重，是社会融资的主渠

道。2021 年初以来，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速呈现一路下行走势，其中经历过短暂的波动，

但是不改下行的大趋势。社会融资的主渠道同比增速下降，说明居民和企业融资需求增速放

缓，是导致经济下行的重要原因。政府为稳定经济增长，出台各种政策货币信贷刺激政策，

目的在于促进居民、企业和其他单位扩大融资规模，增加消费和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居民和企业融资需求增速为什么放缓？只有找到症结，才能对症下药，

否则刺激政策很难取得预期效果，还会积累严重的副作用。 

图 5：中国“影子银行”贷款余额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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