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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今年以来，货币总量快速增长，但实

体经济发展状况却差强人意，特别是近期

拆借利率大幅攀升，资金紧张问题引起广

泛关注。实体经济资金紧张主要原因：一

是货币信贷增长越快，银行资金流出越多，

而银行资金减少必然会引发实体经济总体

资金紧张；二是在经济下行风险较大情况

下，部分企业必然会出现资金紧张状况。

三是由于存在资金在各融资渠道间的多次

流动、“空转”，甚至“套利”，社会融

资规模存在着重复统计问题。四是在流通

货币量一定情况下，货币流通速度减慢，

也会使实体经济感到资金紧张。 

 

建设银行研究报告 

宏观经济  

为什么货币快速增长，而实体经济却资金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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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社会融资规模与存款总额增长较快，前 5 个

月，社会融资总量为 9.11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3.12 万亿

元，同比增长 52%；人民币贷款余额达 67.22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4.5%；5 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同比增长 16.2%，增幅

同比高 4.8 个百分点；货币供应量 M2同比增长 15.8%，高于

年初 13%的控制目标。 

图 1：社会融资规模、存款及 M2 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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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货币信贷快速增加，但经济增长动能却没有

增加，前 4 个月，铁路货运量同比减少 2%，全社会用电量增

幅同比减少 1.1 个百分点；1 至 5 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由

去年同期的 10.7%下滑至 9.4%，为 2010 年以来 低水平。

特别是，实体经济还出现资金紧张的困难状况，近期银行间

同业拆借利率大幅度攀升，6 月 20 日 7 天拆借利率达到

12.25%，是上月同日的 2.8 倍，突显了银行体系资金十分紧

张状况。目前，资金紧张问题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综合分

析各方面因素，造成资金紧张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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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银行间同业 7 天拆借利率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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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存款规模与银行资金总量并不相等，贷款投放派生出的存款

不会增加银行资金量，但却要交纳存款准备金，这就使得货币

信贷增长越快，银行体系资金流出越多，而银行体系资金量

减少必然会引发实体经济总体资金紧张。从某种意义上说，

存款是资金使用的权力，从微观角度看，经济个体其拥有的

存款额与资金可用量是一致的，但从宏观方面看，银行体系

的存款规模与可用资金量并不相同。经济个体在进行贸易、

投资、消费等经济活动中，无论其收益如何、结果是否满意，

都只是使存款从一个帐户转移到另一个帐户，存款形态在储

蓄存款、企业存款、同业存款等之间转化，资金也可能会从

一个银行流入另一个银行，但总体上看银行体系内资金总量

不会发生变化。即使银行在信贷投放时，也仅是同时增加资

产的贷款方与负债的存款方，并不涉及资金会计科目，此时

尽管存款总额增加，但资金量并没有变化。实际上，银行体

系内的资金总量主要是受到外汇占款投放、央行存款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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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以及再贷款、公开市场操作等因素调整影响。前 5 个

月，央行通过金融机构外汇占款投放资金量为 1.5 万亿元，

同时由于人民币存款新增 7.49 万亿元，按 21%的大、小银行

平均法定与超额存款准备金估算，需交纳央行 1.57 万亿元

（由于大银行存款占比较大，21%的平均法定与超额存款准

备金取值偏小，故在估算新增人民币存款交纳存款准备金时

未考虑影响较小的应扣除因素）两者基本持平，但前 4个月

其他存款性公司对央行负债减少4733亿元，减少幅度达34%，

即今年以来央行通过公开市场、再贷款等从银行体系净回收

资金近 5000 亿元，这就是今年以来实体经济资金总体紧张

的重要原因。预计下半年，外汇占款增长速度将大幅度回落，

但信贷投放增幅不会明显减慢，如果存款准备金率不向下调

整或央行不向市场投放充足的资金，银行体系资金紧张状况

不会缓解，甚至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图 3：其他存款公司对央行负债余额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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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经济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情况下，部分企业必然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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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困难、资金紧张加剧状况，目前还只是部分行业、地区的实体经

济资金紧张问题，但从长远看，还要重视资金总量短缺可能造成经济

发展“润滑剂”缺乏的问题。尽管 5 月份 PMI 指数为 51.1%，仍

连续 9 个月处于扩张状态，但同期小型企业 PMI 指数却为

47.3%，已连续 14 个月处于萎缩情况，特别 5月份中、西部

地区 PMI 指数都下滑至 50%荣枯线之下。这表明目前中小企

业、中西部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更大，这部分实

体经济对资金紧张的感受程度更为强烈。从经济结构调整要

求看，部分企业出现资金紧张甚至难以持续经营状况，是必

然与合理的。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符合市场发展需要的

实体经济，仍然可以从银行、市场获得间接或直接的资金支

持，其资金暂时还较为充裕，但目前银行体系出现资金短缺

较为严重状况，也提示了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缺少“润滑剂”

的风险，只有保障银行体系拥有充足的流通资金，才能支撑

符合市场发展需要的实体经济快速发展，才能达到宏观调控

政策目标要求。 

三是社会融资规模是一个“流量”的概念，即代表一定时期内各

融资指标的净增量，但由于资金在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间的多次流动

或“空转”，甚至“套利”，社会融资规模存在着重复统计问题，

部分资金流入量被成倍统计放大。在当前经济和金融发展进

入新阶段时，这个统计特殊性问题被明显突出，这就是社会

融资统计数据乐观而实体经济感受悲观的矛盾所在。社会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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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规模主要包括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

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境内股

票融资等，反映金融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的总量指标。然而，

一笔资金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在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间多次

流动，当其经过多个融资渠道反复进入实体经济或“空转”，

甚至“套利”时，其统计结果会被成倍放大。例如，企业可

以将暂时闲置的债券、股票融资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经常可

以看到上市公司发布这样的公告。在企业购买信托等理财产

品后，一部分资金又被再次计入委托、信托贷款融资，这无

形中就夸大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总量。2011、2012 年以来，社

会融资总量中新增外币贷款与新增信托贷款增量相关系数

分别达 0.72 和 0.79，表明存在较高相关关系。特别是今年

以来，有的企业利用虚假的外贸交易获得银行利率较低的外

币贷款，然后兑换成人民币购买利率较高的信托等理财产

品，从中套取利率与汇率的双重收益。受此影响，前 4个月

外贸经济发展出现虚假繁荣，外汇占款也大幅度增加，同比

增幅达 5.56 倍，但在 5 月份国家开始打击有关虚假外贸交

易行为后，外贸出口额大幅度回落，5 月份金融机构新增外

汇占款环比增幅骤降逾七成，就充分证明企业利用虚假贸易

套利的普遍性。因此，如果实体经济融入资金未被充分利用，

只是在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间或实体经济间不断流动，即使

社会融资规模大幅度增加，也不能增强实体经济增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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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社会融资总量中实体经济直接或间接筹措的部分资

金，如果被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或用以替换旧债，也不会对实

体经济发展起到实质性促进作用。 

图 4：融资总量中外币贷款与信托、委托贷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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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在流通货币量一定情况下，货币流通速度减慢，也会使实体

经济感到资金紧张。在货币流通速度持续减慢趋势下，为缓解实体经

济资金紧张压力，需要适当增加社会流通货币量。货币流通速度与

居民的货币收入水平和支出结构、产业结构及生产专业化状

况、经济单位数量和金融市场发达状态，以及财务及结算制

度等变化密切相关。总体上看，货币流通速度呈明显的顺周

期性，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情况下，实体经济经营效益会整

体下降，这必然会引起货币流通速度有所减缓。 

同时，随着我国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商品交易之外

的货币交易占用量会越来越多，也使货币流通速度呈现减慢

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产能过剩严重、实体经济投资获利项目

减少情况下，流入金融市场资金量必然会有所增加。前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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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期货市场交易总金额同比增幅达 99%，股票市场股票与

基金交易额同比也增长 23%。 

图 5：期货市场成交额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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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近年来我国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涨幅较大，居民为

购买房地产及其他高档资产须积储更多存款才能实现愿望，

因此居民持币率必然会呈上升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私

人财富报告显示，存款千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 2008 年可

投资资产占比为 23.1%，2012 年则上升至 27.5%，表明社会

财富正在向高收入人群集中。然而，这部分人边际消费倾向

较低，货币在其手中流通速度会明显慢于低收入者。未来看，

货币流通速度减慢的趋势仍将延续，为缓解实体经济资金紧

张压力，需要适当增加社会流通货币量。 

 

 

声明：本报告是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部在课题研究基础上向高层提供的报告。其中的信息均来

源于公开资料，作者不保证其完整性和准确性。其成果形式仅为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部所有，

复制、引用、转载须经书面许可并注明来源。报告内容及意见仅代表作者观点，仅供参考，

中国建设银行及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部不对本报告任何运用产生的结果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