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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数据显示，
1 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 3.23 万亿元，同比多增
3284亿元，创单月历史新高。初步统计，1月份社
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4.64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1.56万亿元。

广义货币（M2）比上月末有所回升。1 月末，
M2余额186.59万亿元，同比增长8.4%，增速比上
月末高0.3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0.2个百分点。

1月份信贷为何大增？如何看待？2月15日，
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在1月份金融统计数
据解读吹风会上表示，总体看，1月份贷款同比多
增主要是由于宏观调控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货
币政策传导出现边际改善和季节性因素的影响。

去年以来，央行多措并举，推动银行发行永续
债，改善资本对银行投放信贷的实质性约束；同
时，综合运用定向降准、中期借贷便利（MLF）、再
贷款、再贴现等工具，并创设定向中期借贷便利

（TMLF），在缓解部分银行面临的流动性约束的
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扩大
对小微、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

“这些措施的效果正在显现，货币政策传导也
出现了边际改善，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加
大。”孙国峰表示，央行还在研究推动利率逐步“两
轨合一轨”，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信贷利率的传
导，缓解利率约束。

1月份信贷大增引发了市场担忧。有观点提
出，央行是不是在“大放水”，货币政策是否要转向
宽松？“稳健货币政策的取向并没有发生改变。”孙
国峰强调，无论是从总量还是从结构上看，都谈不
上“放水”。

从总量看，M2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根据
形势发展变化，体现了逆周期调节的要求，节奏上
也有春节等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宏观杠杆率保持稳
定，谈不上“放水”；从结构看，主要是加大对小微、
民营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制造业特
别是高技术制造业的中长期贷款明显加速，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的质量提升，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同时，较好地处理了内外部平衡的关系。“总的来
看，货币政策探索并积累了不搞‘大水漫灌’又要更
好服务实体经济的经验。”孙国峰表示。

另一市场较为关注的数据是狭义货币（M1）增
速的明显放缓。1月末，M1同比增长0.4%，增速分
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 1.1 个和 14.6 个百分
点。对此，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兼新闻发言人阮
健弘表示，从5000户企业调查监测数据来看，企
业流动性状况并未恶化。

从历史规律看，1月份往往都是全年贷款投放
最多的月份，2018年1月新增贷款为2.9万亿元，
就是当年贷款投放最多的月份。“今年1月新增贷
款情况与去年同期情况类似，与实体经济的需求
是相匹配的，属于合理水平。”孙国峰表示，银行普
遍有“早投放，早收益”、争取“开门红”的经营传
统，这不是“大水漫灌”，“考虑到春节因素，应把1
月份、2月份甚至一季度的数据统筹考察，不宜对
单月数据过度关注”。

2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7%，为近
14个月低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
上涨0.1%，为近29个月低点。在此背景下，货币政
策是否会继续往偏松方向调整，甚至会有降息的可
能？孙国峰回应称，当前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市场
利率下行，贷款利率尤其是对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
也是下行的。在推动基准利率和存贷款的市场利率

“两轨合一轨”的过程中，要更多地发挥央行的政策
利率对市场利率和信贷利率的传导作用，“可以多
关注实际的银行贷款利率的变化”。

1月份信贷增量创新高，央行表示——

货币政策传导出现边际改善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果静

2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9年1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指数（PPI）数据。1月份，CPI环比由上月持
平转为上涨0.5%，同比涨幅有所回落；PPI环比降
幅有所收窄，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专家表示，1月份CPI和PPI同比涨幅双双收
窄，物价水平显著走低，表明内外需求较弱，近期
可能出现阶段性工业领域通缩。展望2019年全
年走势，通胀水平可能整体走低，通胀不是经济运
行的主要矛盾，但PPI阶段性跌入负值的可能性
较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应进一步加大。

CPI连续两个月处于“1时代”

1月份，CPI同比上涨1.7%，连续两个月处于
“1时代”，为近14个月低点；涨幅比上月回落0.2
个百分点。

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1.9%，涨幅比上月回落
0.6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0.38个百分点；非
食品价格上涨 1.7%，涨幅与上月相同，影响 CPI
上涨约 1.36 个百分点。在非食品中，教育文化和
娱乐、医疗保健、居住价格分别上涨2.9%、2.7%和
2.1%，合计影响CPI上涨约1.0个百分点；汽油和
柴油价格分别下降6.2%和6.5%，连续2个月同比
下降。

据测算，在1月份1.7%的同比涨幅中，去年价
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 1.2 个百分点，新涨价影
响约为0.5个百分点。

1 月 份 ，CPI 环 比 由 上 月 持 平 转 为 上 涨
0.5%。“1 月份 CPI 环比上涨主要受节日因素影
响。”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处长董雅秀表示，1月份，
食品价格上涨1.6%，涨幅比上月扩大0.5个百分
点，影响 CPI 上涨约 0.31 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
由上月下降0.2%转为上涨0.2%，影响CPI上涨约
0.19个百分点。

PPI同比涨幅明显回落

1 月份，PPI 同比上涨 0.1%，为近 29 个月低
点；涨幅比上个月回落0.8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
回落3.5个百分点。

在主要行业中，价格同比涨幅回落的有非金
属矿物制品业，上涨3.7%；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上

涨3.2%。价格由升转降的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下降 5.0%；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下降
1.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下降2.0%。价
格降幅扩大的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
3.5%，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黑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下降2.9%，扩大0.2个百分点。

1 月份，PPI 环比下降 0.6%，降幅比上月收窄
0.4 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下降 0.8%，降
幅比上月收窄0.5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持平。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学智认
为，1 月份，CPI 和PPI 同比涨幅收窄，物价水平显
著走低，表明内外需求较弱，近期可能出现阶段性
工业领域通缩。

通胀不是主要矛盾

专家表示，2019年，既不必过于担心通胀压力
会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也不必对通缩风
险反应过度。从CPI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
平认为，今年上半年物价增速回落的趋势远大于上
涨的趋势，目前物价增幅正处于稳定下行的区间。预

计2月份CPI增速会徘徊在1.7%至1.9%之间。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认

为，2月份，预计食品价格仍将维持升势，但考虑到
去年春节也在2月份，且当月CPI同比创下当年年
内新高的2.9%，所以从2月份当月的翘尾因素来
看，将回落到-0.01%的水平，因此估计今年2月份
的CPI同比很可能回落到2%以内。

“随着猪肉供给与需求结构的变化，最近几年
‘猪周期’的波幅明显收敛，与 CPI 的相关性也逐
步下降，已难成为显著抬升物价的重要因素。即使
国际原油相比上年出现一定程度的上涨，但国内
PPI同比涨幅回落，其对CPI的下拉作用也将部分
抵消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对CPI的上拉效应。”唐建
伟表示，综合来看，预计2019年全年CPI同比将回
落至2%以内，通胀不是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从PPI看，工业需求减弱、生产放缓，近几个
月PPI跌入负值的可能性较大，阶段性工业通缩难
以避免。”刘学智认为，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加
大，基建补短板进度加快，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
裕，有助于改善市场需求，将支撑PPI逐渐走稳。

1 月份 CPI、PPI 同比涨幅收窄，专家建议——

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应加大
本报记者 林火灿

新 华 社 北 京 2 月 15 日 电
（记者韩洁） 2月14日至1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
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
政部长姆努钦在北京举行第六轮中
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认真落实
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共识，对技术
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

服务业、农业、贸易平衡、实施机制
等共同关注的议题以及中方关切问
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双方就主要问
题达成原则共识，并就双边经贸问
题谅解备忘录进行了具体磋商。双
方表示，将根据两国元首确定的磋
商期限抓紧工作，努力达成一致。

双方商定将于下周在华盛顿继
续进行磋商。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结束

本报北京2月15日讯 记者
姚进报道：国家外汇管理局 15 日
公布了 2018 年四季度及全年国际
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国家外汇
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
英表示，2018 年，我国国际收支呈
现自主平衡，经常账户和非储备性
质金融账户均呈现顺差，储备资产
增加。

数据显示，按美元计值，2018
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491亿美元，
其中，货物贸易顺差 3952 亿美元，
服务贸易逆差2922亿美元，初次收
入逆差 514 亿美元，二次收入逆差
24 亿美元。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
408亿美元，其中，资本账户逆差6
亿美元，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顺
差 602 亿美元，储备资产增加 189
亿美元。

“经常账户保持在合理的顺差

区间。”王春英表示，虽然一季度出
现逆差，但二季度至四季度持续顺
差，并且顺差规模逐季扩大。四季
度，经常账户顺差546亿美元，较三
季度增长 135%，主要是国际收支
口径的货物贸易顺差1391亿美元，
环比增长 38%；服务贸易逆差 641
亿美元，环比下降21%。

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保持
顺 差 ，跨 境 资 本 呈 现 净 流 入 。
2018 年，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

（含四季度净误差与遗漏）呈现顺
差 602 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呈
现净流入 1074 亿美元，较 2017 年
增长62%。

“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长
期向好的大背景下，未来跨境资金
流动将保持总体平稳，我国国际收
支状况也将保持基本平衡。”王春
英说。

2018年经常账户顺差491亿美元

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

本报北京2月15日讯 记者
曹红艳从生态环境部获悉：长江入
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暨试点
工作启动会2月15日在重庆召开，
打响了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工
作的“发令枪”。

根据部署，此次专项行动将排
查范围确定为长江经济带覆盖的沿
江 11 个省份。具体来说，将以长江
干流（四川省宜宾市至入海口江
段）、主要支流（岷江、沱江、赤水河、
嘉陵江、乌江、清江、湘江、汉江、赣
江）及太湖为工作重点，共涉及上海、
重庆两个直辖市，以及其他9个省的
58个地市和3个省直管县级市。

据介绍，专项行动将通过两年

左右时间，重点完成“查、测、溯、治”
4项主要任务。“首先要弄清楚往长
江里排污的到底有多少排污口，到
底在哪里排，到底谁在排，到底排什
么，到底排多少？”生态环境部有关
负责人表示，专项行动要把入河排
污口摸清楚，为改善长江生态环境
质量提供保障。

综合考虑工作基础、自然特点、
气象条件等因素，生态环境部决定
将重庆市渝北区和江苏省泰州市作
为此次专项行动的试点。试点城市
将全面查清各类排污口情况和存在
的问题，并实施分类管理，落实整治
措施，形成行之有效、可复制、可推
广的技术规范和工作规程。

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启动

过去大家常说的“国有五大行”要改变了。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最新发布的文件
中，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
的机构类型列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这意味着
邮储银行正式加入国有大行的队伍，将与工商银
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一
起，并称为“国有六大行”。

“随着邮储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成功，其银行的
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更符合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的性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在接
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与其他银行相比，邮
储银行较为特殊，其前身是邮政储汇局，专门操办
邮政储蓄业务；后来，随着监管部门对其资产端的
逐步放开，邮储银行也开始从事一些商业银行的
业务，同时又进行了股本的改造，并完成了上市。

“2018年，中国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之后，对
内设部门职能进行调整，对邮储银行的监管职能
由政策性银行监管部调整到大型银行监管部。从
股权结构、整体规模以及承担的责任等方面看，邮
储银行与大型商业银行更为接近，划入大型商业
银行序列是恰当的，一方面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对
邮储银行的监管，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邮储银行与
监管部门联系沟通。”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
院副院长董希淼说。

据了解，从1986年邮政储蓄恢复开办到2016
年邮储银行成功登陆资本市场，邮储银行实现了
从邮政储汇机构向国有大型零售商业银行、从单
一控股公司向股权多元化上市银行的“蜕变”。截
至目前，邮储银行拥有近4万个营业网点，服务个
人客户达5.65亿户。目前，邮储银行打造了包括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自助银行、电话银行、微信银
行等在内的全方位电子银行体系，形成了电子渠
道与实体网络互联互通、线下实体银行与线上虚
拟银行齐头并进的金融服务格局。

“转为国有大行后，邮储银行面临的监管要求
包括业务范围和资本充足率等，与其他商业银行
将完全一致。这也意味着邮储银行必须面对更加
激烈的市场竞争。”在曾刚看来，邮储银行有显著
的差异化定位，特点鲜明，突出表现在网点多且下
沉比较深，主要服务三农、小微和零售客户。目
前，邮储银行以零售业务为主体，在国内银行业中
形成了有特色和差异化的业务模式和收入结构。

董希淼表示，邮储银行应进一步提升经营管
理水平，对接好更高的监管标准，以此为契机推动
发展水平和服务能力迈上新台阶。

拥有近4万个营业网点，服务个人客户5.65亿户——

邮储银行成第六家国有大行
本报记者 钱箐旎

本报青岛2月15日电 记者
刘成报道：经过 40 多天的海上航
行，2月13日，天元物流集团旗下首
艘海岬型船舶暨中国首艘 20 万吨
级锰矿船“克劳迪”号顺利抵达青岛
港并开展接卸作业。2月15日，该
船抵港仪式在青岛港举行。

宁夏天元锰业集团是我国最大
的电解金属锰生产企业，宁夏天元

物流集团作为天元锰业集团全资子
公司，负责该集团从矿山到工厂的
全流程运输。天元物流集团董事长
刘钧表示，为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提
高货物联运效率，实现货物转运时
间和空间的无缝对接，天元物流经
过多轮考察筛选，将青岛港确定为
接卸主港，真正实现港企互惠互利、
合作共赢。

青岛港靠泊我国首艘20万吨级锰矿船

2月14日至15日，第六轮中美
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北京举行，双方
就主要问题达成原则共识，并就双
边经贸问题谅解备忘录进行了具体
磋商。此轮磋商结束后，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当天会见了来华进行
磋商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
政部长姆努钦。这是中美经贸磋商
开展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度会
见美方代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去年 12 月 1 日中美元首阿根
廷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共同推进以
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
系。中美元首阿根廷会晤，就经贸
问题的讨论富有建设性，有效阻止
了经贸摩擦进一步扩大升级，推动
重回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轨道，为
中美经贸磋商奠定了基础，打开了
局面。

两国经济团队在元首共识的指
引下，加强沟通、聚焦合作、管控分
歧，开展了密集磋商。眼下一系列
积极进展表明，中美经贸磋商正进
入关键时期，逐渐具备了达成谅解
的有利机遇。双方团队应当认清形
势，把握机遇，加紧推动经贸磋商向
前，根据中美两国元首确定的磋商
期限抓紧工作，努力达成一致。

近一年来，中美在经贸问题上
的碰撞和沟通，也让世人更加看清，
中美如合作，则造福两国，惠及世
界；中美如对抗，则没有赢家，甚至
殃及全球。对美国而言，有必要正
视现实，摆脱零和博弈困扰，更为积
极正面地看待中国的发展，不断拓
展互利双赢的空间和前景。

对中国而言，中美经贸摩擦几
经起伏，这让更多人认识到前进的
道路上充满着风险挑战。同时，结
合过去的经验，我们也应当有意识
地利用一切“危”中之“机”来做强
做大自己，关键是做好自己的事
情。在坚决维护我国核心利益的
同时，只有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
策，实行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以
开放促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才
能为我国争取战略机遇期，创造良
好国际环境，开拓更广阔的发展
空间。

眼下，第六轮中美经贸高级别
磋商取得新的重要阶段性进展，双
方更应珍惜来之不易的机遇，加紧
推进磋商，争取收获更多积极成果，
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回归正常轨道。
这将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福祉，也
将有利于世界人民的福祉。

中美应把握机遇加紧
推动经贸磋商不断向前

连 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