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金诚：当前如何解决信

贷需求不足问题？ 

  



 

 - 2 - 

 

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2022 年 4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6454 亿元，同比

少增 8231 亿元；4 月末各项贷款余额增速为 10.9%，比上月末下行 0.5

个百分点，创 2022 年 3 月以来最低。对此，央行指出，“4月当月人民币

贷款增长明显放缓，同比少增较多，反映出近期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有效融资需求明显下降”。事实上，信贷需求不足问题并非始自今年 4 月

——只是 4月信贷数据偏弱使这个问题进一步凸显——而是伴随去年下半

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宏观经济金融领域的一个突出痛点。 

在信贷需求不振背景下，尽管央行于 2021 年 7 月和 12 月两次全面降

准，1 月政策利率也有小幅下调，但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受到阻碍，去年下

半年以来各项贷款余额增速一路走低，4月末该指数创下近 20年以来新低。

为此，3 月 16 日国务院金融委会议要求，“新增贷款要保持适度增长”。

历史数据显示，2008 年以来的四轮稳增长过程中，都伴随贷款余额增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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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上扬。考虑到从贷款增速上扬到经济增速加快之间往往存在一至两

个季度的时间差，着眼于推动下半年宏观经济增长动能明显改善，当前如

何切实激发信贷需求、推动各项贷款余额增速由降转升，已成为一个迫在

眉睫的问题。 

我们认为可以考虑以下三类措施： 

一、以结构带动总量。支小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科技创新再贷

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有两个作用，首先是对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

精准发力，其次也会对金融数量产生一定积极作用。例如，在支小再贷款

支持下，3 月末全国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20.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6%，

在各项贷款余额中的占比已达到 10.3%，增速更是领先各项贷款余额增速

13.2 个百分点。面对本轮疫情，我们判断央行会进一步加大支小再贷款规

模，不排除出台类似 2020 年专项再贷款再贴现计划的可能，碳减排支持

工具、科技创新再贷款等结构性政策工具也可以考虑在审批过程中增加弹

性。由此，通过各类结构性工具加大新增信贷投放，在短时间内完全可以

起到推高总量的效果。 

二、适度放松两类贷款投向的信贷额度。一直以来，房地产和城投平

台是银行贷款投放的“两大户”。地产遇冷背景下，加之前期一些银行在

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的理解上存在偏差，执行标准过严，房地产贷款

增速下滑较快。3 月末，全国主要金融机构（含外资）房地产贷款余额 53.2

万亿元，同比增长 6.0%，增速较上年末下滑 1.9 个百分点，远低于各类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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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整体增速；其中，房企开发贷已处于同比负增长状态。我们认为，接下

来可以进一步推进房地产金融环境回暖（5 月 15 日央行下调首套房房贷利

率下限，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指导商业银行适度提高房地

产贷款额度，缓解银行在地产下行期的“雨天收伞”行为。 

当前基建贷款需求较强，基建投资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强点。但据我们

了解，受制于严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压力不减，一些城投平台无论是从债

市融资还是从银行贷款，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困难。我们建议，下一步各地

各部门要加强对城投平台的梳理分类，避免一刀切，对参与重点基建项目

且政府隐性债务与企业经营债务划分明确的城投平台，适度扩大信贷额度。

这样可以同时助推基建投资提速和切实加大信贷投放规模。 

三、引导融资成本进一步下行，激发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在信贷市场

供需平衡中，除风险偏好外，价格机制发挥着核心作用，即贷款利率变化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贷款需求走向。由此，为进一步激发实体经济融资需求，

未来监管层可以考虑通过政策性降息引导 LPR 报价下行、较大幅度降低贷

款利率的方式，将潜在的贷款需求释放出来。这一点对居民房贷和制造业

贷款需求的影响尤为明显。考虑到经过近三轮全面降准，当前银行自身流

动性已比较充裕，接下来的重点可放在信贷投放三大约束瓶颈（流动性、

资本金和利率）中的贷款利率方面，着手安排全面或定向降息措施。另外，

除了通过“MLF 利率-LPR 报价-实际贷款利率”这一传导链条外，当前还

应加大对银行收费的监管力度，鼓励银行阶段性地将各类贷款收费降下来，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20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