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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

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 5.10

社零总额当月同比 -1.80

出口当月同比 -9.90

M2 12.90

市场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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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融与M2均是观察我国广义信用派生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它们是一个

硬币的两面，但由于出发点不同，两者的统计口径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口径

差恰恰为观察我国金融市场运行提供了一个窗口。实际使用中的主要难点在

于，基于存款规模的M2定义只显示了货币派生的结果，对理解M2的来源和

与社融各科目间的差异帮助有限。

本文从存款类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出发，从派生渠道的角度“重构”M2，并

与社融进行比较，进而构建一个较为系统的社融和M2差异的归因分析框架，

用于理解不同时期两者相对变化的来源。

整理各派生渠道对社融和 M2 的影响时，我们遵从两个主要的逻辑：一

是只有新增的实体融资增加社融。例如新发贷款和一级市场直融增加社

融，但非实体融资和二级市场交易不在此列；二是银行直接持有资产可

以派生存款，而非银不具备货币创造能力，无法改变 M2 规模。

经过整理，我们将广义信用派生渠道对社融和 M2 的影响归为三类：社

融 M2 同时增加、社融增加 M2 不变和社融不变 M2 增加。

社融和 M2 同时增加的情况主要包括：银行投放实体贷款，银行在一级

市场购买信用债，银行购买政府债券，银行购买资管产品投向实体部分

等。

社融增加 M2 不变（或社融增幅大于 M2）主要包括：非银主体购买国债，

非标（信托贷款、委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实体企业直融。

社融不变 M2 增加（或社融增幅小于 M2）主要包括：银行投放非银贷款，

银行在二级市场购买信用债，银行购买资管产品未投向实体部分，外汇

占款，财政净投放等。

这其中，单独影响社融和单独影响 M2 的派生渠道会构成社融和 M2 的差

异，进而帮助我们理解两个指标的走势差和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下一

篇专题我们将把实际金融数据“代入”这一公式，分析近一段时间社融

与 M2 增速剪刀差持续负向扩张的原因。

风险提示：疫情出现反复，中国出现疫后通胀，经济复苏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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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融与 M2 均是观察我国广义信用派生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它们是一个硬币的

两面，但由于出发点不同，两者的统计口径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口径差恰恰为观

察我国金融市场运行提供了一个窗口。实际使用中的主要难点在于，基于存款规

模的 M2 定义只显示了货币派生的结果，对理解 M2 的来源和与社融各科目间的差

异帮助有限。

本文从存款类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出发，从派生渠道的角度“重构”M2，并与社

融进行比较，进而构建一个较为系统的社融和 M2 差异的归因分析框架，用于理解

不同时期两者相对变化的来源。

社融的结构

社融聚焦实体部门的负债端，也是金融部门的资产端，统计了实体部门从金融部

门获得的融资额。2011 年央行首次对外发布后，历经数次调整，社融目前的主要

构成可归为四大类：

贷款融资（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贷款核销+存款类金融机构 ABS）

政府债券（政府债券）

企业直融（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

非标融资（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

从近期社融数据看，作为间接融资的信贷仍是我国实体融资的主力（65.0%）；直

接融资手段中，政府债券占比稳步提升（17.5%），企业直融较为稳定（12.1%），

非标融资持续压降（5.1%）。

图1：社融余额结构绝对值 图2：社融余额结构占比

资料来源：Macrobo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Macrobo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M2 的“重构”

M2 聚焦金融部门的负债端，也是实体部门的资产端，统计广义货币的派生。M2

的定义较为简单：主要包括流通中货币（M0）、单位活期存款（M1）、个人存款、

单位定期存款和其他存款，但剔除了财政存款。然而，这个定义只显示了货币派

生的最终结果，对理解 M2 的来源和与社融各科目间的差异帮助有限。这里我们尝

试结合央行公布的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拆解 M2 的派生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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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存款类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概览（2022 年 12 月）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从 M2 定义可得：

M2≈各项存款+流通中货币-财政性存款-不纳入广义货币的存款

其中不纳入广义货币的存款剔除了各项存款中不纳入 M2 的余额。根据信贷收支表

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相等的原则，将各项存款用其余科目替代，并剔除规模较小

的对国际金融机构负债、对国际金融机构资产和黄金占款后，可以得到：

M2≈（各项贷款+债券投资+股权及其他投资+中央银行外汇占款-金融债券-其他）

-财政性存款-不纳入广义货币的存款

图4：拟合 M2 余额结构绝对值 图5：拟合 M2 余额结构占比

资料来源：Macrobo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Macrobo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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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将各科目归类为 5 个与实体经济活动相关的“派生项”和剩下 3 个“配平

项”，最终得到：

M2≈（各项贷款+债券投资+股权及其他投资+中央银行外汇占款-财政性存款）

-（金融债券+其他+不纳入广义货币的存款）

比较拟合 M2 与真实 M2 的同比增量数据，发现两者在变化的幅度和方向上都较为

接近，指向拟合 M2 可以作为真实 M2 的代理指标。

图6：M2 同比增量拟合效果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目前为止，仅将 M2 的定义按派生渠道重构，就已经可以大致整理出 M2 与社融各

分项的对应关系，并理解这两大统计指标高度相关的原因：社融的各个科目均与

拟合 M2 的某个派生来源均存在对应，而且占比较高的贷款类与债券类（政府债+

信用债）科目在社融和拟合 M2 中均占有较高比重。

图7：社融与拟合 M2 各项对应关系（占比为 2022 年 12 月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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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融与 M2 差异的归因

接下来，我们将梳理各类信用及货币派生渠道对社融和 M2 的影响。考虑到社融的

主要项目在拟合 M2 中均有对应，为使梳理的过程更加清晰，我们以 M2 派生渠道

为线索和起点进行整理。

我们遵从两个主要的逻辑：一是只有新增的实体融资增加社融。例如新发贷款和

一级市场直融增加社融，但非实体融资和二级市场交易不在此列；二是银行直接

持有资产可以派生存款，而非银不具备货币创造能力，无法改变 M2 规模。

各项贷款

贷款类科目基本不构成社融与 M2 的差异。根据贷款派生存款的理论，商业银行向

非银主体发放贷款事实上是银行扩表的过程。社融和 M2 等额增加：银行资产端对

不同部门的债权增加，负债端存款增加。

M2 拆解后的各项贷款科目大体可以对应社融的贷款融资类项目，两者同向变动，

幅度相近。小幅差异主要在于社融仅包括投向实体部门的贷款，且补回了贷款核
销和存款类金融机构 ABS 这两项不计入贷款余额，但仍反映实际信贷投放的统计

科目。

图8：社融与拟合 M2 贷款项目变化幅度相近 图9：商业银行贷款创造存款

资料来源：Macrobo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债券投资

债券投资科目主要指银行持有的利率债和信用债，部分对应社融的政府债券和企
业债券科目。

信用债的派生逻辑较为简单，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情况：

银行在一级市场购买信用债时，相当于对该企业发放了一笔贷款，银行与企业同

时扩表。银行资产端对非金融机构债权增加，负债端存款增加。企业资产端存款

增加，负债端应付债券增加。这种情况社融与 M2 同时增加，不构成社融与 M2 的

差异。

银行在二级市场向非银购买信用债情况类似，只是扩表的对象变为非银。这种情

况社融不变，M2 增加。值得注意的是，银行购买信用债以配置盘为主，银行之间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3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