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新增贷款拷问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诚意

根据国有六大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储
银行）去年年报统计发现，在合计新增的51305.59亿元贷款中，公司类贷款增加1
4876.08亿元，占比不足三成，投向了个人贷款的是31180.04亿元，占比六成，其
中个人住房贷款增加了25338.96亿元，占据全部新增贷款的半壁江山。

按理，面对决策层要求金融机构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
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国有银行应当多做表率、多放样子，更多更
好地将资金投向实体经济领域，投向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但是，实际执行结果，
却是新增贷款的一半投向了房地产领域。可见，实体企业为什么融资难、融资贵，
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为什么要求助于地下金融组织，就找到了一个答案。

近年来，决策层反复强调，金融机构必须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在信贷投放
上向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倾斜，并在出台降准降息政策时，大多采用定向方式。本
以为，这些手段能够促使金融机构增加对实体企业、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信贷资
金支持。没有想到的是，去年新增资金中，竟然有一半去了房地产领域。这里，可
能存在两种含义：一是银行过去投放的资金中，房地产领域获得的资金比重太高，
高得让银行不敢对外发布，或在发布金融数据时做了手脚。不然，为什么在政策如
此严厉、要求如此之高、降准降息都有明确目标的情况下，房地产领域获得的新增
资金比重仍然这么高；二是银行没有把决策层的要求当回事，继续我行我素，把资
金重点投向房地产领域，以获得更高的暂时利益。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我们认为，都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通、决策层的要求没
有能够在金融机构、尤其是几大国有银行身上体现的结果。不然，怎么也不会发生
新增贷款有一半投向房地产领域的现象。就算是贷放给普通居民的，也不是最佳结
果。毕竟，需要支持的还是实体经济和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更别说，在新增的房
贷资金中，极有可能存在炒房现象，存在住房的过度投资现象。

事实上，有关信贷资金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早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没多久，就已经
引起了关注。此后，决策层也在想方设法让金融机构能够调整好信贷资金投资方向
。不然，不会出台诸如定向降准降息这样的政策。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依靠
增加增量资金的方式解决实体经济、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资金矛盾，已经没有什
么效果。相反，给了金融机构更多的资金投放自由裁量权，给了金融机构盲目放贷
、无序放贷、不合理放贷更大的空间。

所以，货币政策必须做出更大力度的调整，必须从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整，从提供
增量资金转向引导存量资金，把增量资金释放与存量资金调整结合起来，新增多少
资金，必须同步配套3倍以上的存量资金。亦即银行要想从央行拿到新增资金100亿
，就必须将存量资金中调剂出300亿，投向实体经济和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等。不
然，不允许新增资金，所有贷款只能在存量中调整。在此基础上，给金融机构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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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和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贷款占比要求。

我们说，对刚需购房，应当予以支持，但是，决不能本末倒置。一年的新增资金中
，一半去了房地产领域，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需要坚决制止的。

而从近一段时间来看，银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向房地产领域“派送”资金红利，一
些银行甚至地房贷资金做出了“一周见”的承诺，鼓励购房者贷款。如此一来，住
房贷款又可能出现新一轮上涨，导致一季度新增贷款中房贷的比重更高。为什么会
出现“降准”谣言，一定程度上，也是违规人员利用实体经济和民营企业、小微企
业仍然存在比较突出的融资矛盾，做出了炒作的手段。而从“降准”谣言中，也可
以看出，银行在如何调整信贷结构方面，仍然是以“房”为主、兼做别样。如此，
加大对实体经济、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力度的要求，就被银行异化和消解
了，实体经济和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则依然一资难求。银行的行为，也让货币政策
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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