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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需求回落下社融增量不及预期，人民币贷款走弱。7月末，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10.7%，增速回落。7 月社融增量为 7561 亿元，不及预期，比去年同期少增

3191 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同比少增 4303亿元。7月，新

增人民币贷款不及预期，一方面在于 7月本为信贷发放的传统小月，且上月信

贷超预期增长引发了后续增量的回落，随着国内疫情的妥善控制，短期社融增

速或企稳回升，中期随着经济复苏企业情况好转增速或趋于平稳，但需要注意

海外经济下行和地缘政治冲突所产生的风险。 

 政府债券发行放缓，表外融资表现渐弱。7月直接融资占比在表外融资回落较

多下提升明显，其中政府债券融资仍是直接融资的最大贡献项，本月政府债券

融资 7 月新增政府债券融资规模达 3998 亿元，同比多增但较上月环比少增

12218 亿元。7 月新增地方专项债受额度占满影响发行速度大幅趋缓。7 月企

业债券融资同比少增 2357 亿元，7 月下旬，证监会、国家发改委、全国工商

联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债券市场更好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通知》，

或将利于之后企业发债。7月表外融资放缓，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减少明显。 

 企业融资意愿较低，居民消费和购房热情仍待改善。7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6790

亿元，同比少增 4042亿元。分部门看，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2877亿元，

企业短期贷款减少较多，中长期贷款也表现较弱，票据融资环比多增。央行在

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不仅要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改革效能，降

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7 月，住户贷款同比少增 2842 亿元。其中居民短期贷

款减少 269亿元，同比多减 354亿元，一方面疫情有所反复，居民消费需求受

到一定影响，另一方面，618大规模线上购物节对于提前消费的拉动减弱，本

月居民短期贷款在两个月后再次减少。6 月，居民中长期贷款同比少增 2488

亿元，在疫情及经济下行压力影响下，居民购房热情仍然不佳。房地产回暖仍

需要时间，若疫情后续改善，居民购房热情或有所改善。 

 M2增速继续回升，人民币存款同比多增。7月 M2同比增长 12%，增速回升。

7 月，人民币存款增加 447亿元，信贷加速投放加上消费需求回落，带动存款

同比多增 1.18万亿元。7月财政性存款同比少增，住户存款同比多增，疫情影

响尚未消退，居民出行和购房需求不高，非金融企业存款同比多增 2700亿元，

企业纳税后存款同比仍增长，反映出市场经济预期有所减弱。M1 同比增长

6.7%，M1 与 M2 剪刀差较上月减少 0.3 个百分点。预计 M1 增速在基数回落

下或稳中有升，M2 在积极政策的支持下仍在高位。 

 风险提示：国内需求不及预期，稳增长压力较大。 
 

  

 

[Table_Author] 分析师：叶凡 

执业证号：S1250520060001 

电话：010-57631106 

邮箱：yefan@swsc.com.cn 

联系人：王润梦 

电话：010-57631299 

邮箱：wangrm@swsc.com.cn 
 

 

相关研究 
 

1. 国内支持投资多管齐下，美国通胀增速

放缓   (2022-08-12) 

2. 温和的 CPI，超预期回落的PPI——7

月通胀数据点评  (2022-08-11) 

3. 在彼河侧：全球视角下我国货币政策的

方向   (2022-08-08) 

4. 三重因素下超预期增长，可否持续？—

—7 月贸易数据点评  (2022-08-08) 

5. 国内经济回升需巩固，欧美衰退风险再

升温   (2022-08-05) 

6. PMI转“冷”，复苏后劲如何看？——7

月 PMI数据点评  (2022-08-01) 

7. 国内多发“绿色”政策，海外鲍威尔报

之以“鸽”  (2022-07-29) 

8. 稳中有进，所宜坚守——7.28中央政治

局会议解读  (2022-07-29) 

9. 加快构建“双循环”，海外焦点在欧洲  

(2022-07-22) 

10. 结构性调整下，细说房地产对经济的影

响   (2022-07-18) 
  

86
69
3



 
数据点评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1 

7 月，社融增量及新增人民币贷款不及预期，人民币贷款增长减速明显，专项债发行在

额度已接近限额下发行减缓，疫情有所反复，企业贷款和居民贷款回落明显，尤其是企业中

长期贷款，企业融资需求较弱，居民消费和购房需求不佳。后续稳健货币政策将更好发挥货

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后续随着疫情情况的改善，再加上基数有所回落，社融

增速或稳中趋升。 

1 需求回落下社融增量不及预期，人民币贷款走弱 

经济景气有所回落，社融增量不及预期。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334.9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0.7%，增速较上月减少 0.1 个百分点。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

为 20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9%，增速较前值减少 0.2 个百分点。从结构看，7 月末对实

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 61.4%，同比提高 0.1 个百分点。

从社融增量看，7 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7561 亿元，不及预期，比去年同期少增 3191 亿元，

环比 6 月更是少增 4.4 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 4088 亿元，同比

少增 4303 亿元，环比 6 月少增 2.3 万亿元。7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不及预期，一方面在于 7

月本为信贷发放的传统小月，且上月信贷超预期增长引发了后续增量的回落，另一方面国内

疫情反复和全球经济下行对需求端产生的不利冲击较大，7 月我国制造业 PMI 指数录得

49.0%，比上月下降 1.2 个百分点，重新回到容枯线下。专项债方面，由于上半年地方专项

债发行已接近全年限额，7 月发行速度大幅趋缓，社融规模增长不及预期。  

8 月 1 日，央行召开 2022 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保持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综合

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实体经济的贷款投放，

保持贷款持续平稳增长；用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重点发力支持基础设施领域建设。8

月 10 日，央行发布中国 2022 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强调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力

度，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搞好跨周期调节，兼顾短期和长期、经济

增长和物价稳定、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不超发货币，为实体经济

提供更有力、更高质量的支持；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力争经济运行实

现最好结果。预计下半年货币政策维持稳中偏松基调，仍将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为主要发

力点，聚焦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随着国内疫情的妥

善控制，短期社融增速或企稳回升，中期随着经济复苏企业情况好转增速或趋于平稳，但需

要注意海外经济下行和地缘政治冲突所产生的风险。  

图 1：社融存量同比增速回落  图 2：新增人民币贷款量回落明显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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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债券发行放缓，表外融资表现渐弱  

从社融结构看，7月直接融资占比在表外融资回落较多下提升明显，政府债券融资和企

业债券融资都有所回落。7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比重为 54.07%，

较上月回落 5 个百分点，贷款有所减慢；7 月新增直接融资 6169 亿元，同比仅多增 320 亿

元，环比少增 12819 亿元，在政府债券发行放缓的背景下，直接融资新增量环比回落明显，

但在表外融资占比减少较多下，新增直接融资占比升高较多，7 月新增直接融资占同期社会

融资规模增量的 81.59%，占比较 6 月大幅回升 44.89 个百分点。其中，政府债券融资仍是

直接融资的最大贡献项，本月政府债券融资 7 月新增政府债券融资规模达 3998 亿元，同比

多增 2178 亿元，但较上月环比少增 12218 亿元。截至 7 月 31 日，2022 新增地方政府债发

行规模约为 4.15 万亿元，其中新增地方专项债发行规模约为 3.47 万亿元（含 135 亿元中小

银行专项债），本年用于项目建设的新增专项债券额度基本发行完毕。单月来看，7 月新增

地方专项债约 612.97 亿元，受额度占满影响发行速度大幅趋缓，7 月地方债发行以再融资一

般债为主，新增专项债占当月地方债总发行量的 15.6%，主要投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市政

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保障性安居工程。7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用

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支持地方政府用足用好专项债务限额”。7 月 29 日召开的国务

院常务会议再次提及“加快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实施，督促地方加快专项债使用”。在此背

景下，为了充分发挥专项债撬动基建投资、稳定经济大盘的作用，年内地方专项债或存在超

额增发空间。据财政部预算司统计，2022 年全国地方专项债务限额 218185 亿元，而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全国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 202645 亿元，两者存在近 1.55 万亿元的差距，

表明后续“用足用好专项债务限额”还存在着运作空间。同时，在专项债使用范围上，财政

部今年 4 月提出合理扩大专项债使用范围，5 月国常会再次将支持范围拓展至新型基础设施

等，后续专项债使用范围或继续扩展。受国内疫情反复和全球经济下行影响，下半年我国实

现经济复苏压力仍然较大，亟需地方财政对基建投资给予支持，预计后续可能提前下达专项

债限额并年内发行，规模或在 1 万亿元左右。企业债券方面，7月企业债券融资增加 734 亿

元，同比少增 2357 亿元，环比少增 1449 亿元。7 月下旬，证监会、国家发改委、全国工商

联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债券市场更好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通知》，旨在通过加强

金融服务引导、市场监管规范和部门沟通协作等方式增强债券市场服务民营企业改革发展质

效，或将利于之后企业发债。7 月，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 1437 亿元，同比多增 499 亿

元，环比多增 848 亿元。 

表外融资放缓，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减少明显。7 月，表外融资减少 3053 亿元，同比

少减 985 亿元，环比多减 2911 亿元，表外融资占整体社会融资总量的比例为-40.4%，较上

月回落 40.1 个百分点，企业整体融资意愿不强，表外融资表现较弱。其中，未贴现银行承

兑汇票减少 2477 亿元，同比多减 428 亿元，环比多减 3810 亿元，较上月未贴现银行承兑

汇票减少明显；7 月，委托贷款增加 89 亿元，同比多增 240 亿元，环比 6 月多增 469 亿元；

信托贷款减少 389 亿元，连续 27 个月减少，环比少减 430 亿元，同比少减 1173 亿元，信

托业态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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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月直接融资各分项表现  图 4：7 月表外融资分项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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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业融资意愿较低，居民消费和购房热情仍待改善 

企业短期贷款减少较多，中长期贷款也表现较弱，票据融资环比多增。7月，人民币贷

款增加 6790 亿元，同比少增 4042 亿元。分部门看，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2877 亿元，

从贷款结构来看，短期贷款减少 3546 亿元，同比多减 969 亿元，环比 6 月更是多减 10452

亿元，7 月国内疫情有所反复，部分地区运营受到影响，前上个月企业短期贷款增量较多，

本月企业短期贷款回落较多。央行在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不仅要发挥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的改革效能，还要发挥其指导作用，从而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6 月企业贷款加权

平均利率为 4.16%，处于有统计以来低位。7 月，中长期贷款增加 3459 亿元，环比 6 月少

增 11038 亿元，同比少增 1478 亿元。企业融资需求较上月有所回落，部分地区散点疫情对

于企业融资需求较弱。7 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49.0%，较上月回落 1.2 个百分点，再

次跌入收缩区间，经济的内生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供需两端均呈回落态势，生产端下滑快于

需求。后续随着企业逐步恢复，融资需求或逐渐改善。7 月，票据融资增加 3136 亿元，同

比多增 1365 亿元，环比 6 月多增 2340 亿元。后续企业投资仍需要政策支持，未来在国内

政策的促进下，企业融资需求或有改善。 

住户短期贷款减少，但购房热情仍不高。7月，住户贷款增加 1217 亿元，同比少增 2842

亿元。其中，居民短期贷款减少 269 亿元，同比多减 354 亿元，且环比多减 4551 亿元，一

方面疫情有所反复，居民消费需求受到一定影响，另一方面，618 大规模线上购物节对于提

前消费的拉动减弱，本月居民短期贷款在两个月后再次减少。6 月，居民中长期贷款增加 1486

亿元，环比少增 2680.7 亿元，同比少增 2488 亿元，在疫情及经济下行压力影响下，居民购

房热情仍然不佳。近期地产行业的流动性问题及信用问题，尤其是“停贷风波”，房企销售

再次回落至消极区间。7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强调“房住不炒”，但与 4 月

政治局会议的表述相比，7 月会议在“房住不炒”前加上了“稳定房地产市场”，下半年保

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是政策的基本要义，此外强调“压实地方政府责任，保交楼、稳民生”， 

“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将成为下半年部分地方政府的重点关注领域之一，也是后续

房地产市场监管的重点。房地产回暖仍需要时间，若疫情后续改善，居民购房热情或有所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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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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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居民部门贷款同比少增  图 6：企（事）业单位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同比少增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4 M2 增速继续回升，人民币存款同比多增 

剪刀差小幅回落，M2 增速持续走高。7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257.81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2%，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 0.6 个和 3.7 个百分点。7 月，人民币存款增加

447 亿元，信贷加速投放加上消费需求回落，带动存款同比多增 1.18 万亿元。其中，7 月份

财政性存款增加 4863 亿元，同比少增 1145 亿元；住户存款减少 3380 亿元，同比多增 1.02

万亿元，疫情影响尚未消退，居民出行和购房需求不高，存款同比增加较多；非银行业金融

机构存款增加 8045 亿元，同比少增 1531 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减少 1.04 万亿元，同比多

增 2700 亿元，企业纳税后存款同比仍增长，反映出市场经济预期有所减弱。狭义货币 (M1)

余额 66.18 万亿元，同比增长 6.7%，增速比上月末高 0.9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 1.5 个百

分点。M1 与 M2 剪刀差为 5.3 个百分点，较上月减少 0.3 个百分点。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执

行报告强调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不超发货币，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更高质量的支持；

“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力争经济运行实现最好结果”。据此，后续结

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力度仍大，突出金融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藉由政策性、开发性金

融工具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预计 M1 增速在基数回落下或稳中有升，M2 在积极政策的支持

下仍在高位。 

图 7：7 月 M2增速回升  图 8：7 月居民存款同比多增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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