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报 北 京 3 月 13 日 讯 记 者
殷楠报道：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13 日举行记者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
局局长易纲，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
功胜就“货币政策与金融改革”的相关
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周小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经济增长目标
是 GDP增长 7.5%左右，CPI涨幅 3.5%
左右，广义货币（M2）增长 13%左右。这
个13%是代表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强调
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重要性。同时，要
对通货膨胀保持高度警惕。周小川说，
央行拟通过货币政策等其他措施，以稳
定物价、稳定通货膨胀预期。

周小川等央行负责人还就地方债
风险、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商业银
行盈利增长、铁路债券、两岸货币互换
协议等热点问题作出了回答。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介绍我国货

币政策与金融改革——

实行稳健货币政策 稳定通货膨胀预期

本版编辑 王薇薇 王信川 暴媛媛

在回应“我国 M2接近百万亿元，被人形
容为‘堰塞湖’”这一问题时，周小川表示，M2

的 数 量 和 名 义 GDP 的 增 长 有 较 大 关 系 。
GDP 增长、生产增加、就业人数增加、工资
增加等都需要货币支持，但货币数量过大会
导致通货膨胀，货币支持量小则会抑制经济
正常增长。

周小川说，从我国具体情况来看，新世
纪以来，尽管经历了不同的经济阶段，例如
2003 年的非典、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等状
况，但总体来说，党中央、国务院对经济的把
握是相当不错的。从国际比较来看，有人将
M2 的数量和 GDP 相比，但这一比例我国也
并非最高，日本等国家更高，但这些国家并

没有产生高通胀。
“通常储蓄率高的国家，M2也比较高。”

周小川说，从全球来看，亚洲的国家和地区
的储蓄率比较高，而中国在亚洲是高的。我
国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储蓄率高，其中家庭储
蓄率也高，而间接融资比重也比较高，大量
的储蓄资金通过银行存款变成银行贷款，也
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 M2的规模较大。

“如果我们今后能够将 M2 增幅保持在
合适水平，就不会导致突发性的物价上涨，
所以，M2 的总量和‘堰塞湖’不是一回事。”
周小川说。

对于地方政府债务及隐含的风险，周小
川表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应该量化
分析，既不要低估了它的风险，也不要过度
高估风险。

周小川介绍说，根据银监会对地方政府
融资平台类别的划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里
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项目型的贷款，也就是市
政基础设施、市政公用设施，这些都是有收

费能力的贷款。这类贷款如果银行掌握得
当、事先分析到位，不一定会出现偿付的问
题。再有一部分贷款是有抵押和质押支持
的，只要抵押品和质押品不出现巨大变动，
其风险也是可控的。

“还有大约 20%左右的地方政府融资平
台贷款，投资项目可能是公益性的，本身没
有收入来源，要靠地方财政运用未来的其他

收入综合进行偿还。这部分平台贷款是大
家比较重视的，也容易出风险，这涉及地方
政府做的有些担保或者保证是否恰当的问
题。”周小川表示，对于这部分贷款，要高度
重视风险，也要看到，在城镇化进程中，一些
地方政府没有合适的融资渠道，金融市场还
应考虑通过改革、引进新的金融工具、制定
和调整市场规则等，使一些有综合收益或者
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能够获得金融市场和金融
服务的融资支持。“这既可以在未来减少地方
政府融资平台这种方式所隐含的风险，又能
够创造出一些支持中国现阶段发展、特别是
城镇化所需要的融资。”周小川说。

周小川表示，人民币在贸易和投资方面
的跨境使用，有一个特殊的机遇和窗口，这
就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使

得大家对于某些主要货币产生了担忧，同时
又有一些区域合作希望中国加以支持配合，
这些因素推升了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和发

展。”周小川说。
随着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地域和规模迅

速扩大，对于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也提出了新
的要求。“总体来讲，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件
非常复杂的事情，还是要逐步推进。”周小川
说，资本项目可兑换不只是对人民币的国际
化有好处，对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也有
好处，会大大提高贸易和投资的便利性。

谈及商业银行盈利增速放缓，潘功胜表
示，从 2012 年开始，银行盈利增长逐步回归
常态。无论是从不良贷款余额还是从不良
贷款率看，中国银行业都处于非常低水平，
银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非常强，具有良好的
投资价值。

“从 2012 年开始，银行业的盈利增长速

度有所放缓，银行业的盈利增长正在回归常
态。但是，银行业的一些主要经营指标，比如
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成本收入比、不
良贷款比率等，都表现得比较好。”潘功胜说。

据潘功胜介绍，目前银行业不良贷款余
额不足 5000 亿元，不良贷款率只有 0.95%，
这说明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质量水平总体比

较好。“在这样低位水平上有些波动，应属于
正常状态。”潘功胜说，过去几年中，中国银
行业在拨备的提取上采取了非常逆周期的
政策，去年底拨备覆盖率的水平是 300%，说
明银行业风险抵御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我相信，未来中国银行业会保持较好的
稳定盈利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且具有良好的
投资价值。现在主要银行的市净率水平在1∶2
左右，市盈率水平在6倍至7倍，应该是具有良
好的投资价值。”潘功胜说，希望商业银行进一
步加强盈利能力的管理和风险管理，将经营绩
效和资产质量长期保持在优秀的水平。

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原铁道部贷款和铁
路债券是否会受到影响成为关注的焦点。
对此，刘士余表示，根据这次国务院机构改

革的方案，铁道部政企分开，原来由商业银
行向铁道部发放的贷款、铁道部发行的债
券，以及铁道部下属企业从商业银行获得的

贷款，都由新组建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继承。
“商业银行对铁路总公司的贷款，各类

机构投资者持有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债券，
不会因为铁道部的改革而改变信用状况。”
刘士余说，国家对铁道部原来贷款或债券等
各项支持措施和支持政策不变，下一步国家
还将采取综合性的措施支持铁路建设、支持
铁路的投资和融资。

在回答台湾能否成为人民币的离岸市
场时，易纲表示，一个地方是否成为离岸中
心，主要取决于市场的力量，比如说贸易的

结算伙伴、金融机构的需求等。
“未来，世界范围内会有一些重要的金

融中心成为人民币的离岸中心，但这主要还

是看当地的需求和市场竞争的结果。”易纲
说，去年 8 月中国人民银行和台湾的货币管
理机构签署了《海峡两岸货币清算合作备忘
录》，根据《备忘录》，两岸货币的清算基本框
架已经建立起来。也就是说，双方的金融机
构可以通过代理行或者是清算行进行结算
和清算。“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双方还可以
商谈两地的货币互换协议。”易纲说。

M2接近 100万亿元：

增幅适当就不会引发物价突涨

地方债风险：

既 不 要 低 估 也 不 要 高 估

人民币国际化：

逐 步 实 现 资 本 项 目 可 兑 换

银行高利润：

商业银行盈利增长正回归常态

铁道部机构改革：

铁路债券、贷款信用不会受到影响

两岸金融合作：

如有必要可商谈货币互换协议

全国人大代表、波司登董事长高德康：我国
中小企业融资难，主要难在小企业。国家应当从
小企业融资的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着手，改革相关
制度，调整相关政策，明确解决目标。

解决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一要推动大型商业
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切实开展针对小企业的金
融服务；二要大力发展城市商业银行，进一步提
高其对小型企业的贷款比重；三要广泛发展农村
金融机构，主要服务农户和小型企业；四要放宽
银行准入标准，广泛发展社区银行、科技银行、
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区域性、行业性小型金融机
构，提高小金融机构覆盖率；五要引导和释放民
间资本和民间金融机构的市场活力。

（本报记者 薛海燕整理）

3 月 13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两会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就“货币政策与金融改革”有关问

题回答记者提问。这是一位记者举起笔记本以求注意。 新华社记者 王 颂摄

着力解决小企业融资难

全国人大代表、巨力集团董事长杨建忠：发
行债券是一种非常好的融资渠道，成本低、效率
快，对大多数企业来讲更简单，也可以更迅速地
解决企业面临的资金问题。

近来，经济环境企稳回升，但部分企业依然
遇到一些融资问题，当前的融资环境与企业的发
展愿景之间有一定差距。很多企业把贷款当成唯
一途径，但银行贷款有时面临重复融资成本高、
融资过程没有定期等问题，加剧了企业融资困
难。在目前 IPO 重启没有明确时间表的情况下，
企业要积极探索多元化融资渠道，通过债券市场
开展融资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银行间债券市场，对不少企业来说是个新鲜
事物。一些企业通过对资本市场进行学习和了
解，抱着尝试的态度开展债券融资。经过实践，
企业渐渐发现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有
很多好处，比如融资成本比较低，为企业节约了
财务成本；没有繁琐的手续，降低了企业融资难
度；融资过程可以定期得到反馈，速度也很快，
让需要融资的企业吃到一颗“定心丸”。

（本报记者 崔文苑整理）

债券融资助力企业融资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行
长许锡龙：农民脱贫致富，离不开农村金融支
持。但在中西部地区，农民“贷款难”、“贷款
贵”仍是突出问题，也是农村金融发展的一大
难题。

解决“贷款贵”，要更多地通过经营管理方式
的创新，有效降低金融机构经营成本。在农业产
业链较成熟、生产组织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金
融机构可通过银行+农业龙头企业（农业经济合
作组织）+农户等形式向农户发放贷款，以此降低
经营风险和成本。在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较低的
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可联合当地政府，运用行
政资源并借助村镇干部地缘优势，协助金融机构
入户调查、筛选推荐、管理和收回贷款。同时建
议，借鉴邮政行业设立邮政普遍服务基金等作
法，在银行业内部设立农户贷款普惠基金，由国
家对银行按照当年营业收入的一定比例征收基
金，并补贴给向农户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

金融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
通力合作。首先，金融机构要承担起更多的责
任，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改革创新。其次，监管
部门应给予必要政策支持，有更大宽容度。第
三，政府应投入更多力量，为农村金融提供更好
环境。

（本报记者 李琛奇整理）

破解中西部农民贷款难

全国人大代表、祐康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党委书记戴天荣：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发展
的动力所在，而对许多中小企业来说，融资是发
展的瓶颈，小贷公司在这方面理应发挥更大的
功能。

截至 2012 年底，全国小贷公司已达 6080 家，
浙江省更逐步探索出了颇具特色的“浙江模式”，
贷款规模、经营效益、资产质量均走在全国前列。
但从目前发展现状看，最大问题是小贷公司定位
不明，从事最基础、最基层、最低端的金融业务，接
受最多政府部门的监督，却不能享受金融企业最
基本的政策待遇。

目前，需构建公平、开放的政策环境，促进小
贷行业健康持续发展。应明晰小贷公司可持续发
展路径，拓宽融资渠道。建议国家首先落实小贷
公司分类融资激励的政策，凡是通过政府及金融
监管部门审核达标的企业，适当提高融资比例；凡
是不达标的企业，则不仅不能扩大融资比例，甚至
可以减少或停止融资。同时，应将上述政策贯彻
落实到银行系统。融资比例的提高，杠杆作用的
发挥，将有利于小贷公司降低贷款利率，直接惠及
小微企业。另外，建议允许外国的投资和金融机
构以适当的形式参股国内小贷公司，利用国际资
本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实现融资渠道
的多样化，提高经营实力。

（本报记者 吴佳佳整理）

落实小贷公司激励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