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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1 日，游客在福建省漳平
市永福镇樱花园景区赏花游玩（无
人机照片）。

早春时节，各地春花开放、生机
勃勃。

信贷供需两旺
助力经济企稳向好

在位于江苏的江阴靖江长江隧道项
目工地上，车辆往来，机器轮转，一派火热
的施工场景。

作为国内超大直径、超大埋深过江隧
道，项目能够按进度序时推进，离不开金
融助力。开年首日，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发
放的 1 亿元贷款资金及时到账，为项目推
进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开年以来，金融对经济复苏的强力支
撑直接反映在金融数据上。中国人民银
行 2 月 10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 月份我国
人 民 币 贷 款 增 加 4.9 万 亿 元 ，同 比 多 增
9227 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更是
增加 4.68 万亿元，特别是企业中长期贷款
占比超七成。

“合理把握信贷投放力度和节奏，适
时靠前发力。”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
能近期表示，今年稳健的货币政策一方面
要着力支持扩大国内需求，在总量上确保
社会总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另一方面要发
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作用，推动
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高水平动态均衡。

记者了解到，尽管1月份的工作日受到
春节假期影响有所减少，但多家国有大行
当月信贷投放明显增长，创近年同期新高。

1 月 份 ，工 商 银 行 投 放 公 司 贷 款 超
9000 亿元，净增量是去年同期的 1.5 倍；农
业银行和邮储银行当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创历年同期新高；交通银行当月人民币对
公贷款增量、增幅均创近三年最高水平。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
为，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经济加
速复苏，带动市场主体融资需求明显上

升。在一系列金融政策驱动下，银行信贷
投放节奏明显前置，有助于提振市场信
心，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银行信贷投向
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新增贷款主要投向了哪些领域？记
者从多家银行了解到，开年以来，制造业、
普惠小微、基础设施建设、科创等领域信
贷增长较为明显，金融资源主要向重点领
域和薄弱环节倾斜。

春节假期前夕，济南森峰激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从中信银行拿到了 2070 万元
的贷款，这让企业财务总监孙丰合颇为高
兴。“原计划上线的新项目一度因为产能
利用率趋于饱和而受到影响，银行的信贷
资金支持对提升公司现有产能起到很大
助力，支持企业进一步研发新产品、拓展
下游激光应用领域。”

为支持森峰激光这样的制造企业，包
括中信银行在内的多家商业银行在信审、
定价、考核等方面出台专项举措，引导和
激励信贷资源投向制造业领域。工商银
行相关人士介绍，截至目前，工行制造业
贷款较年初净增超 2000 亿元，是去年 1 月
增量的 2.1倍。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
金融资源精准滴灌的背后，是结构性货币
政策工具有效发挥了引导作用。在充分
挖掘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潜力后，银
行加大了普惠金融、绿色发展、科技创新、
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信贷投放。

记者了解到，1 月份，交通银行制造业
中长期贷款、绿色信贷、战略性新兴产业
贷款等服务实体重点领域均实现同比多
增；农业银行当月新增贷款中六成投向了

乡村振兴和普惠金融领域；邮储银行将更
多信贷资源投向“三农”、小微企业、基础
设施建设、制造业等重点领域。

把支持恢复和扩大消费
摆在优先位置

当前，经济总体回稳向好，但恢复基
础仍不牢固。这需要进一步提升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质效，把支持恢复和扩大消费
摆在优先位置，为后续经济加快复苏提供
关键动力。

1 月 份 ，我 国 住 户 贷 款 增 加 2572 亿
元，较 2022 年 12 月多增超 800 亿元。不
过，居民融资需求有待进一步提升。

宣昌能此前表示，金融部门将进一步
推动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和个人消费
成本，降低微观主体的债务负担，增加居
民消费和企业投资能力。同时，鼓励住
房、汽车等大宗消费，围绕教育、文化、体
育等重点领域，加强对服务消费的综合金
融支持。

“个人消费贷款投放整体稳步向好。”
邮储银行相关人士告诉记者，该行将进一
步发挥普惠金融特色，加大金融支持居民
消费力度，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积极助力恢复和扩大消费。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目前
覆盖新市民的金融产品超 3 万个。下一
步将推动银行保险机构进一步深入新市
民群体，更加精准把握新市民金融需求，
持续提升新市民金融服务质效。

专家表示，在扩投资、促消费、稳外贸
方面，金融服务大有可为。要保持金融政
策连续性和稳定性，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和
有效性，继续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环境，
以巩固年初经济企稳向好态势。

为进一步推动商业银行准确识别、评
估信用风险，真实反映资产质量，中国银保
监会会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制定《商业银
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于 11 日正式
对外发布。

信用风险是我国银行业面临的最主要
风险，完善的风险分类制度是有效防控信
用风险的前提和基础。据介绍，1998 年，人
民银行出台《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提
出五级分类概念。2007 年，原银监会发布

《贷款风险分类指引》，进一步明确了五级
分类监管要求。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资产结构发生
较大变化，风险分类实践面临诸多新情况
和新问题。”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银保监会、人民银行借鉴国际国内良好
标准，并结合我国银行业现状及监管实践，
制定该办法，有利于银行业有效防范化解
信用风险，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水平。

办法将风险分类对象由贷款扩展至承
担信用风险的全部金融资产，明确金融资
产五级分类定义，设定零售资产和非零售
资产的分类标准，提出重组资产的风险分
类要求，同时要求商业银行健全风险分类
治理架构等。

逾期天数和信用减值是资产质量恶化
程度的重要指标。针对现行指引对逾期天
数与分类等级关系的规定不够清晰的情况，
办法规定，金融资产逾期后应至少归为关注
类，逾期超过 90 天、270 天应至少归为次级
类、可疑类，逾期超过 360天应归为损失类。

办 法 将 于 2023 年 7 月 1 日 起 正 式 施
行。充分考虑对机构和市场的影响，办法
设置了过渡期。商业银行自办法正式施行
后新发生的业务，应按办法要求进行分类；
办法正式施行前已发生的业务，商业银行
应制订重新分类计划，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前按季度有计划、分步骤对所有存量业务
全部按办法要求重新分类。

老人用餐完毕走出天津市和平区南营
门街道老年人“智慧食堂”（2月 10日摄）。

日前，位于天津市和平区南营门街道
的老年人“智慧食堂”投入使用，为周边老
人带来更加便利的就餐服务。

据介绍，该“智慧食堂”取餐、结算均
采用智能化方式，前来用餐的老人可通过
面部识别或刷就餐卡绑定当天所用的餐
盘。取餐后，老人可在视觉识别智慧取餐
台完成菜品识别、计价、刷脸支付、余额显
示等操作。此外取菜通道旁的电子屏幕
还会显示所取主食、菜品的营养成分表等
内容，帮助老年人合理搭配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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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年首月我国新增信贷新增信贷4.9万亿元
释放经济加快复苏强信号

4.9 万亿元！2023 年 1 月我国新增人民
币贷款创下单月历史新高，释放出经济加快
复苏强信号。

开年以来，多地吹响开工号角，大批重大
工程项目开工建设，文娱、旅游、餐饮等消费
市场持续火热……随着我国经济加快复苏步
伐，金融部门多措并举助力实体经济，为经济
企稳向好贡献金融力量。

“智慧食堂”
助老人就餐无忧

加强商业银行
金融资产风险分类管理

两部门发布相关《办法》

神州大地春来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