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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阳坊中心北街支行
简称：中国农业银行北京阳坊中心北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11000353
流水号：00592784
批准成立时间：1985年07月01日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
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阳坊镇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防化学院保
障中心
机构电话：010-89778580
邮编：102205
发证日期：2020年10月30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终止营业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批准予以终止营业，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
予以公告：
终止营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红星旧宫储蓄所
批准成立时间：1987年11月06日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红星旧宫村
机构编码：B0002V211000058
流水号：00072847
批复终止营业时间：2020年10月22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深圳市招银前海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金融资产转让信息公告

特别提示：挂牌公告期满，若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
方，由交易中心组织网络竞价。通过网络竞价产生最高报价方，
且最高报价不低于挂牌保留价的意向受让方确定为最终受让
方。若最高报价低于挂牌保留价，则不成交，挂牌结束。

网络竞价最终结束后，若最高报价方报价低于挂牌保留
价，则委托方有权选择与该最高报价方通过议价方式成交。

业务咨询电话：13823673061 卢女士
18682068887 祝先生 18603054198 刘先生
项目编号：ZYQH20110018
项目名称：浙江欧亚薄膜材料有限公司等724户不良资产

包
转让底价：本项目设有保留价，保留价不对外公开
网络竞价（多次报价）加价幅度（若有）：人民币1000万元

或其整数倍
保证金：人民币1000万元
项目简介：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我中心公开挂牌转

让“浙江欧亚薄膜材料有限公司等724户不良资产包”。截止日
为2020年3月10日〔其中，温州市佳本机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曾用名：温州市吉本机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债权截止日期为
2020年6月21日〕，“浙江欧亚薄膜材料有限公司等724户不
良资产包”本金人民币817141.21万元，利息人民币756494.66
万元，已支付费用人民币7441.19万元（注：以上标的金额仅供
参考，委托方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标的资产的本金、利
息、总额、余额、费用等具体标的资产金额最终以借款合同、生
效裁判文书或其他法律文件确定的为准。）

以上全部信息详情请登录深圳市招银前海金融资产交易
中心有限公司相关信息披露网站www.cmbfae.com。地址：深
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16号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大厦33楼

深圳市招银前海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信息公告

特别提示：挂牌公告期满或延长信息公告期满，若只征集
到一个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由交易中心组织交易双方比较
挂牌保留价与意向受让方报价。若意向受让方报价高于或等于
挂牌保留价，则以意向受让方报价采取协议方式成交；若意向
受让方报价低于挂牌保留价，则不成交。挂牌公告期满或延长
信息公告期满，若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
选择网络竞价（多次报价）方式。

业务咨询电话：李女士 15910323806
林先生 13509608533

项目编号：ZYQH20110016
项目名称：深圳市安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债权及相关担保

权益
转让底价：本项目设有保留价，意向受让方报名时须自行

申报意向收购价格
保证金：人民币1000万元（挂牌期间内交纳，以挂牌截止

日17:00前到账为准）
项目简介：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委托我中心公开挂牌转让“深圳市安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债权
及相关担保权益”。标的所在地为深圳市，截至处置基准日
2020年8月30日，深圳市安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债权本金人
民币85,620,000.00元，利息人民币34,374,486.00元，债权
本息合计人民币119,994,486.00元。（注：以上债权金额仅供
参考,具体金额以生效判决、借款合同或其他生效法律文件确
认的为准）

以上全部信息详情请登录深圳市招银前海金融资产交易
中心有限公司相关信息披露网站www.cmbfae.com。地址：深
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16号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大厦33楼

货币政策仍须以稳为主

□ 陈 原

M2连续8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M1增速创下33个月以来新高——

金融支持力度不减 企业现金流持续好转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果静

11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10月份
金融数据显示，10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214.97万亿元，同比增长10.5%，增速比上月
末低0.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2.1个百分
点。初步统计，10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1.4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5493亿元。10月
份人民币贷款增加6898亿元，同比多增285
亿元。

虽然10月末M2增速与上月相比略有放
缓，但M2增速已连续第8个月保持在两位数
水平。今年3月末，M2增速重回两位数，创下
2017年4月份以来的新高。

10月末M2增速小幅回落与季节性因素
密切相关。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
员唐建伟分析，10月份是缴税大月，季节性效
应促进财政存款增加，这导致企业短期信贷规
模增速有所下降，M2增速也较上月有小幅回
落迹象。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10
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环比少增符合季节性规
律。一方面，受国庆和中秋“双节”假期影响，
10月份工作日少于上月，也少于去年10月
份；另一方面，9月份为三季度末，信贷也存在
明显的冲量现象。冲量过后，10月份新增人
民币贷款略有回落也符合季节性特征。

另一值得关注的数据是狭义货币（M1）。
10 月末，M1 余额 60.92 万亿元，同比增长
9.1%，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1个和
5.8个百分点，为33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王
青认为，M1创新高主要原因是经济修复持续
推进，各类市场主体业务活动增强；同时，在前
期信贷大规模流向企业后，企业活期存款也在
增加。

对于M1增速，唐建伟表示，M1增速保持
稳定上升趋势显示出宏观经济转好的态势明
显，各方面经济指标好于预期。围绕“六稳”

“六保”的政策逐步见效，社会经济保持了较好
的恢复性增长，尤其是进出口贸易表现突出。
宏观经济复苏带动内需消费恢复增长，企业生
产持续好转，企业现金流恢复到较好的水平。

票据融资被认为是观察中小微企业融资
情况的指标之一，因此备受关注。10月份，票
据融资减少1124亿元，已连续第5个月负增
长。票据融资萎缩，是否说明企业融资需求
不足？

对此，央行货政司司长孙国峰近期表示，
票据融资只是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的一个融
资渠道，不能仅以票据融资的多少判断中小微
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还是要看这些企
业贷款增长以及实体经济贷款增长的整体
情况。

“整体上看，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未
受到实质影响。”王青认为，虽然10月份新增
票据融资、非银贷款和居民短期贷款这三项同
比多减或少增，但与此同时，当月投向实体经
济的信贷规模仍然同比多增逾千亿元。

当月，企业债券融资回升、中长期贷款继
续维持强劲势头。10月份，企业债券净融资
2522亿元，在除信贷之外的融资渠道中增长
势头最好。王青表示，其主要原因是发行人对
于利率的预期趋稳，带动企业债券融资需求回
暖。同时，10月企业中长期贷款维持较强的
同比扩张势头，显示企业信贷需求依然旺盛。
10月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2335亿元，
中长期贷款增加4113亿元。

唐建伟认为，鉴于海外新冠肺炎疫情发展
仍不明朗，国内经济复苏需要稳定的流动性支
撑，未来央行将加大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运
用，以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符合新发展理念相
关领域的支持力度。

今年以来，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
适度、精准导向，根据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把握好调控的力度、
节奏和重点，取得了显著成效。前 10 月，
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明
显高于上年，融资成本显著降低，有力支持
了实体经济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
测，今年我国将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
增长的国家。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冲击
的高峰已经过去，但是我们面临的国际形

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确定性仍然较多。货
币政策仍须继续以稳为主，以政策的确定
性应对高度不确定性。

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基调不变的同时，
还应坚持总量政策适度、融资成本下降、支
持实体经济三大确定性方向。货币政策应
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更加灵活适度、精准
导向，加大结构性政策力度，更加注重提升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益，提高金
融机构长期支持实体经济的积极性，为小
微企业、民营企业等提供持续的支持。

本报北京11月11日讯 记者
刘瑾报道：11日，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发布了10月份汽车市场产销情
况。中汽协副总工程师许海东表
示，10月份汽车销售火爆，尤其是
新能源汽车单月销量达16万辆，超
出此前预期。

数据显示，10月份，汽车产销
分别完成255.2万辆和257.3万辆，
环比分别增长0.9%和0.1%，同比
分别增长11.0%和12.5%。这是汽
车产销连续第7个月增长，其中销
量已连续6个月同比增速保持在
10%以上，累计汽车产销同比降幅
已收窄至5%以内。具体来看，乘
用车继续保持增长，对整体汽车市
场的增长贡献高于商用车，且好于
上月，乘用车中SUV、交叉型乘用
车继续快速增长。

“10月份，国内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成效明
显，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中
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表示，市场需
求继续恢复，产业循环持续改善，企
业利润稳步回升。此外，消费市场
持续稳定复苏，叠加国庆和中秋双
节效应，带动汽车市场需求不减，产
销形势总体向好，同比继续保持增
长势头。

商用车产销同比继续保持大幅增长。10月份，商用车产
销分别完成46.8 万辆和 46.4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2.2%和
2.8%；同比分别增长30.9%和30.1%。在商用车主要品种中，
与上月相比，客车产量略有增长，销量微降，货车产销均呈小幅
下降；与上年同期相比，货车和客车产销继续保持两位数快速
增长势头。货车分车型来看，重型、轻型、微型货车均刷新当月
历史销量纪录。客车分车型来看，轻型客车增长贡献明显。

新能源汽车市场表现突出。10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16.7万辆和1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9.7%和104.5%，
其单月产销第4次刷新了当月历史纪录。

对于承载着弯道超车期望的新能源汽车，许海东认为，未
来可期。他表示，自主品牌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起步早，技术和
人才都有积累，有实现弯道超车的机会和优势。此外，在市场
定位上，高端化和低端化在中国都有市场，市场的反馈为企业
指明了发展方向。

谈到汽车行业未来发展形势，陈士华表示，随着消费信心
的持续回升，叠加“双11”、车展以及新能源下乡等活动的拉
动，市场需求的恢复仍将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但也应注意到，
当前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多，将对进一步巩固市场需求带来
一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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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冯其予 庞彩霞报道：11月11日，商务部
召开中新广州知识城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中新广州知识城
总体发展规划（2020年—2035年）》批复印发的相关情况。

中新广州知识城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创新载体之
一，是中国与新加坡共同打造的国家级双边合作项目和国际
化知识创新平台。商务部亚洲司司长彭刚表示，广州知识城
项目在前期中国与新加坡合作基础上，于2018年11月正式
上升为国家级双边合作项目。

广州市常务副市长陈志英介绍说，广州知识城建设形成
了多级中新工作对接机制及组织架构，签署合作项目59
个，并先后引进瑞士龙沙、粤芯、百济神州、诺诚健华等重
大项目165个。仅在今年举行的三次集中签约动工活动中，
就有百度Apollo自动驾驶及智能汽车等135个重大项目动
工。预计到2022年，广州知识城科技研发投入强度将达到
4.5%，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100件，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据介绍，未来，知识城将借助《规划》的实施，围绕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知识中心，着力打造知识创造新高
地、国际人才自由港、湾区创新策源地、开放合作示范区。
到2022年，国家知识中心建设初见成效。到2035年，知识
城营商环境位居国际前列，宜居宜业新城全面建成，知识城
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知识中心。

中新广州知识城打造知识创造新高地

本报北京11月11日讯 记者乔金亮报道：在11日举行
的水利部新闻发布会上，水利部副部长魏山忠表示，长江干流
岸线利用项目清理成效显著，截至10月，涉嫌违法违规的
2441 个项目已完成清理整治 2414 个，整改完成率为
98.9%。通过清理整治，共腾退长江岸线158公里，拆除河道
管理范围内违法违规建筑物234万平方米，清除弃土弃渣
956万立方米，完成滩岸复绿1213万平方米。

近年来，水利部指导督促沿江9省市开展了长江干流岸
线利用项目清理整治工作。据介绍，在已完成清理整治的
2414个项目中，拆除取缔827个项目，整改规范1587个项
目。剩余的27个项目均制定了整改方案，明确了完成时限以
及责任单位、责任人。

长江干流岸线2414个违规项目被清理

本报讯 记者佘颖报道：“今年前10个月，我国发明专利
申请量达123.2万件，同比增长11.2％，PCT国际专利申请受
理量5.5万件，同比增长23.5％，均实现了疫情影响下的逆势
增长。”11月11日，在大连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专利技术
与产品交易会开幕式暨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奖颁奖大会上，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公布了我国专利的最新进展。

据介绍，“十三五”时期，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实现了大发
展、大跨越、大提升。当前，我国年专利申请量稳居世界首位，
并通过实施专利质量提升工程，培育了一批高价值核心专利。

前10月发明专利申请量增长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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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对此，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世

界工业研究所人工智能研究室主任王哲分
析，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线下门店造成了
较大冲击，电商在消费中承担了更重要的角
色。电商通过更直接的打折促销、更长的消
费决策周期，可以显著提升消费者对自身平
台的黏性。“今年‘双11’是对恢复性消费平
稳释放的接纳，是国内消费内循环预期改
善、刚性消费需求上升的体现。”王哲说。

消费升级趋势明显

今年的“双11”相关数据显示，消费者正
变得更为理性。正如众诚智库高级副总裁
吕立平所言，消费升级催生出了“精研型消
费者”，他们不仅关注产品的“精致实用”，还
精于研究产品的成分、原产地等。近九成消
费者更愿意把钱花在“刀刃上”，并由此成为

“消费专家”。
“双11”的消费变化体现了消费升级的

大趋势。
高端商品受到青睐。据统计，在京东平

台，11月11日开场5分钟内，高端大米成交
额同比增长15倍，有机大米成交额同比增

长20倍，有机奶成交额同比增长50倍，高端
婴幼儿奶粉增长16倍。

新品牌呈现象级爆发。仅在11月1日
当天，天猫平台357个新品牌摘下了细分品
类的销售桂冠，1800多个新品牌成交额超
越去年“双11”全天，94个新品牌增长超过
10倍。

进口商品热度不减。10月21日至11
月1日期间，银泰百货诞生了26个销售超过
100万元的“爆款单品”。受疫情影响消费
者无法走出国门，以腕表、美妆为代表的高
端消费也回来了，在银泰分别增长了
91.2%、92%。

农村市场成最大增量。借助遍布全国
的电商配送体系，中小城市和乡村用户成为
新的消费主力，随着消费升级，农村市场已
是“双11”的重要舞台。今年“双11”，各大
商家纷纷瞄准农村市场，如京东专门针对下
沉市场发售超2亿件5折商品、超3亿件新
品。在京东“双11”预售阶段，农村市场预售
订单额同比增长达到126%。

“双11”也成为国内外商品流通循环的
平台。迪拜一家名叫Camelicious牧场自
天猫“双11”预售开启以来，其海外旗舰店驼
奶销量呈爆发式增长。

盘和林表示，在疫情背景下，许多国际
厂商瞄准中国市场，希望借力中国市场渡过
难关，一些国际品牌的首发都选择了此次

“双11”。未来，随着中国消费力量的进一步
崛起，中国市场或将成为国际品牌角逐的

“战场”。

有效增强经济韧性

从今年围绕“双 11”的商业促销活动
看，“双11”不仅是电商平台的“盛宴”，更是
实现了线上线下融合，赋能传统制造业。
层出不穷的新模式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有效增强了中国经济的韧性。

“这背后是技术进步赋予的消费新动
能。”王哲认为，支付工具已经全面升级为数
字生活大平台，从数字支付扩大到同城服
务，并将带动线下消费进一步恢复升级。比
如，今年“双11”，基于数字化动态变价系统，
在便利蜂线下门店，促销、打折已是常态化
操作，消费者每天进店都能收获不一样的
折扣。

新的消费场景打开了新的增长空间。
今年，有210万个线下商家参与天猫“双
11”，天猫超市、盒马、饿了么、银泰、大

润发……阿里新零售的长期耕耘，形成了
覆盖海量消费者的新生活圈。消费体验被
重塑，更多的行业领域加速拥抱新一波数
字化红利。

互联网平台作为产业链条中的重要环
节，发挥技术优势和直面消费终端的优势，
赋能产业链，畅通供应链。依托于电商平台
的大数据和智能供应链，联手制造企业打造
的定制类商品颇受欢迎。11月11日开场
15分钟内，入选京品家电“爆品标杆计划”的
产品成交额就突破1亿元。

此外，“双11”中的“互联网+产业带”也
是一大亮点，产业带数字化不仅为不同产
业、不同层级的商家带来了新的增长点，还
加速了传统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例如，
今年“双11”期间，京东旗下社交电商平台京
喜，深入全国180多个产业带，通过工厂直
供、产地直发模式，在超级百亿补贴的助力
下，“双11”首日订单量同比增长160%。

拉长时间、放缓节奏、推陈出新。“今年
‘双11’使得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得以深
度喘息，为生产制造、市场流通创造时间窗
口，有助于让内循环更好发力，未来还将带
动国内外生产、物流、消费需求的恢复和市
场格局重塑。”王哲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