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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银行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深度进一步提
升遥 7月 3日袁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叶2017中国
银行业社会责任报告曳渊以下简称叶报告曳冤显示袁截
至 2017年末袁贫困县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
已达 95.83%袁较年初提高 2.93 个百分点袁金融扶
贫的模式也更加多元袁电商扶贫尧旅游扶贫颇具成
效袁为实现 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有力支
撑遥

野社会责任工作是永恒主题袁银行业金融机构
要尽己所能袁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要求袁
服务国家发展战略袁 提升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
力遥 冶中国银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说遥

如何助力区域协调发展是银行业履行社会责
任的重要课题之一遥 从具体实施路径看袁疏解北京
非首都功能成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着力点袁 同时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袁落实高起点规划尧高标准建
设雄安新区遥

目前袁雄安新区的基础设施尧产业融资尧生态
环境尧特色小镇建设已获得来自开发性金融尧政策
性金融尧商业性金融的多维度力量支撑遥

叶报告曳显示袁截至 2017 年末袁国家开发银行
已完成雄安新区起步区征拆安置项目授信 1774
亿元袁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审批支持雄安新区建
设项目的额度达 809亿元袁 中国银行已向新区提
供 220亿元拆迁补偿专项授信遥

在京津冀轨道尧高速公路尧生态建设尧产业升
级转移等重大项目和民生工程方面袁截至 2017年
末袁农发行已服务天津尧河北林业项目 36个袁审批
贷款 235.54 亿元袁发放贷款 116.13 亿元曰中国农
业银行已对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域的客户授信 4851
亿元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针对长江经济带建设袁银行业
金融机构以绿色金融为导向袁 既服务沿江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袁又注重长江水资源保护及合理利用袁探索野保护与开
发相得益彰冶的金融方案遥

在经历了广度尧精准度尧输血尧造血等一系列探索后袁我国金
融扶贫成效显著遥 下一步袁为实现 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目标袁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突破点在哪钥 从实践来看袁创新融资模式将得
到进一步发展遥

野在此过程中袁要瞄准脱贫攻坚的重点人群和重点任务袁实施东
西部扶贫协作袁因地制宜创新扶贫授信尧融资模式袁精准分析建档立
卡贫困户的易地搬迁安置尧产业发展尧上学就业等各类融资需求袁最
终提升脱贫的内生动力遥 冶中国银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说遥

记者赴四川尧广西等地采访时发现袁部分贫困地区由于受地
理环境尧交通条件等因素影响袁农产品普遍存在销售难问题遥 由
此袁帮助农产品跨越时空限制成为一条脱贫思路遥

目前袁以中国工商银行尧中国光大银行为代表袁金融机构帮助
农户将优质农产品搬到银行的电子商城上遥 由于物流尧资金流实
现了数据化袁银行还可以据此完成农户信用评级袁为其提供网络
贷款服务遥

此外袁针对不同贫困地区的资源禀赋袁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
创新推出野旅游产业贷款冶野工艺品贷款冶产品遥 其中袁中信银行已
针对旅游资源丰富的贫困村推出野民宿贷冶袁带动贫困户就业遥

此外袁绿色信贷理念持续深化袁业务流程更趋完善遥 叶报告曳显
示袁截至 2017年 6月末袁21家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余
额升至 8.22万亿元袁其中节能尧环保项目和服务贷款余额 6.53万
亿元袁节能环保尧新能源尧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
1.69万亿元遥 郭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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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袁实体经济发展得
到进一步推进袁一系列助推实体
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接连出台遥
随着补短板力度不断加强袁未来
对实体经济的政策支持力度将
进一步加大遥 叶经济参考报曳记者
从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袁以及多地
政府了解到袁央地将进一步加大
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力度袁除了
将大力推进实体经济支持政策
的落实外袁还有一批新的支持政
策将密集出台遥其中袁降成本尧加
大金融支持力度等仍将成为政
策重点遥

国家发改委透露袁今年上半
年袁通过下调增值税税率尧实施
定向降准尧 进一步清理规范收
费袁以及加大物流尧网络降费力
度等措施袁在推进实体经济发展
方面取得了成效遥 据统计袁上半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7.2%袁 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达
到 6.51%袁 提高 0.41个百分点遥
同时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
融合遥今年前 7个月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加值增长 8.6%袁 新能源
汽车尧集成电路尧工业机器人产
量分别增长 68.6%尧14.5%尧21%遥

与此同时袁 下半年经济下行
的压力仍然较大袁 加大补短板力
度袁推进实体经济发展成为下半年
工作的一个重点遥各地各部门纷纷
出台措施袁助推实体经济发展遥

云南省日前发布文件袁进一
步加大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的力
度遥 未来将从进一步降低税费尧
融资成本尧 制度性交易成本尧用
能成本尧用地成本尧物流成本等
10个方面袁提出 30多条措施进
行规范和保障曰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袁 确保 2018年云南省降低
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780 亿元左
右遥广东省也持续出台推进实体
经济降成本等措施遥 今年以来袁
已经累计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用
电尧用地等成本 500亿元左右遥

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
局局长赵辰昕表示袁在降低企业
成本方面袁今年预计全面降成本
将在 1.1万亿元以上遥

除了大力推进实体经济降
成本外袁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还
在持续推进金融对实体经济的
支持力度遥银保监会日前召开会
议袁就强化金融风险防控尧增强
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近期重点
工作任务提出要求袁对定向降准
资金支持债转股尧补短板尧加强
对重大项目的资金保障等作出
重点安排遥银保监会将准确把握

促进经济增长与防控风险的关
系袁 充分利用当前流动性充裕尧
融资成本稳中有降的有利条件袁
加大信贷投放力度袁扩大对实体
经济融资支持遥 与此同时袁众多
银行也加大了对实体经济的放
贷规模遥

业内专家表示袁服务实体经
济是金融运行的中心任务袁当前
政策在信贷方面更注重差异化袁
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逐
步增大遥 7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1.45万亿元袁 同比增加 6200多
亿元袁在建项目融资需求进一步
得到保障袁小微企业所获贷款增
加袁对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金
融支持也在加大遥

赵辰昕表示袁未来降成本的
空间还很大袁将继续加大减税降
费力度袁推进电力尧物流等要素

成本的降低袁并进一步着力降低
制度性交易成本袁推进实体经济
健康快速发展遥

在金融助推实体经济方面袁
专家认为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
服务实体经济相结合袁仍是未来
政策的重点遥通过进一步疏通货
币政策传导机制袁推动定向降准
资金支持债转股尽快落地袁进一
步提升对民营企业尧民营经济金
融服务遥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
曹远征表示袁推进实体经济发展
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企业的预期遥
只有企业预期向好袁企业尤其是
众多中小民营企业才敢于投资尧
融资袁敢于扩大发展遥因此袁未来
要通过降低企业成本尧优化企业
发展环境等措施袁提升企业的发
展预期遥 李志勇

央地支持实体经济新措将密集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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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和上海清算所最新发
布的数据显示袁7月袁境外机构在
中债登与上清所合计增 持
665.26亿元人民币债券袁为连续
17个月实现增持遥 截至 7月末袁
境外机构持有人民币债券规模
累计达 16122.92亿元遥

从境外机构持有的券种结
构来看袁 国债依旧最受青睐遥 7
月份境外机构增持国债 651.12
亿元袁 已连续 17个月增持人民
币国债遥

从境外机构在我国债券市
场的占比来看袁境外机构在我国
债券市场的参与度显著提高遥 7
月份境外机构在我国国债市场
中的占比上升至 7.67%袁今年以
来已累计上升 2.7个百分点遥 在
我国债券市场整体中袁境外机构
占比同样提升至 2.24%袁继续创
历史新高遥

境外机构不断增持人民币

债券袁一方面说明人民币资产的
投资价值和吸引力已得到越来
越多投资者认可和接受曰另一方
面说明随着我国债券市场开放
度的不断提高袁越来越多境外投
资者愿意进入我国债券市场遥

与此同时袁与 6月份相比袁7
月份境外机构对人民币债券的
增持量已有所减少遥数据显示袁7
月份境外机构在中债登尧上清所
分别增持人民币债券 582.21亿
元尧83.05亿元袁而 6月份这一数
据分别是 870.85亿元尧232.84亿
元袁前者增持规模相较后者均有
所收窄遥

人民币利差和汇率的变化是
主要原因遥 平安证券分析师陈骁
认为袁 境外投资者在投资我国债
券市场时袁主要目的是追求收益袁
即考虑中外利差的相对收益和汇
兑损益之后的综合回报遥因此袁境
外投资者很关注人民币的利率和
汇率走向遥 从市场情况来看袁7月

份中美利差下行至 60个基点附
近的历史较低水平袁 相较 6月份
均值收窄 8个基点袁 人民币汇率
累计贬值 2.94%遥这使得境外机构
减少对人民币债券的增持力度遥

尽管 7 月份境外机构增持
人民币债券的步伐有所放缓袁多
位专家仍然表示袁人民币利率和
汇率的短期波动不会影响外资
流入我国债市的大趋势袁整体来
看袁境外机构在未来继续稳步增
持人民币债券将是大概率事件遥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
谢亚轩表示袁 在人民币汇率方
面袁中国人民银行已陆续调高外
汇风险准备金率以及重启逆周
期因子袁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出现反弹走势袁同时稳中向好的
经济基本面将支撑人民币汇率
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
定袁这对于吸引交易型的境外投
资者而言将起到积极作用遥

李华林

境外机构继续看好人民币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