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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持续扩张面临挑战 

1月份，中国信贷发放增速加快。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10.5%，增量历史上首次超过 6万亿，同比多增

9,842 亿。然而，这种增长恐怕难以持续。尽管总量超出预期，结构上看，增长的信贷主要集中在了

人民币贷款、政府债（包括政府融资平台）和企业债（主要是国企）。人民币贷款中，约有 1/3 是

票据，1/4 是短期贷款，这两个项目波动性很大，只反映了流动性资金的需求。相比之下，反映企业

真实投资需求的中长期贷款的新增反而有所减少。 

居民中长期贷款（主要是房贷）的增量也低于去年同期。房地产从去年三季度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

拐点，各线城市的新房和二手房房价均出现回调。政策上对于房企债务规模的“三道红线”，以及

去年 10 月宣布即将实施的房地产税试点，均显著限制了房地产占用的金融资源。市场的预期也发生

了较大变化，房地产投资和销售均明显放缓。两会后可能会出台房地产税试点城市的相关政策和细

则，届时房价仍可能会回调。但我们仍然认为，由于人口持续流入的预期，一、二线大城市的房价

有长期上涨的趋势。而对于人口流出的小城市和县城，房价下跌的压力将增大。 

 

民营实体的资金需求较弱。尽管央行数据显示，去年四季度民营经济对应的名义利率是过去 40 年最

低的，加权平均值仅为 4.76%，但在实践中，大部分企业面临的名义利率远高于这个点位。同时中

国经济增速放缓显著，国际局势复杂，企业投资的风险在上升，实际的投资回报率预期下降。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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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信贷需求将持续疲软。虽然政策支持的高科技行业融资需求旺盛，但是主要的投资资金并不

来自银行信贷。因此，今年信贷需求的进一步扩张将主要依赖政府和国企的需求。 

1 月，通货膨胀剪刀差加大：以 CPI 衡量的消费通胀仅为 0.9%，但是以 PPI 衡量的工业通胀达到了

9.1%。中国消费通胀水平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疫情后内需弱、外需强的现状并

没有太大改变。根据我们对全国 292 个地级市的数据追踪，中国三、四线城市的消费尽管在去年有

所复苏，但仍低于 2019 年的水平。 

新冠肺炎疫情的“动态清零”政策仍然是服务业和消费复苏的主要限制因素。我们需要做好一季度

经济微弱增长（甚至收缩）的准备，这一方面是因为 2021 年一季度的高基数效应（GDP 增速

18.3%），另一方面，因为疫情的持续严格管控，对消费和服务业复苏有很大的打击。2021 年 12

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发出明确的“稳增长”信号，地方也会随即出台相关政策，但大都难以

立竿见影，因此 2022 年全年增速将呈现逐渐加速的态势。俄乌局势加剧了大宗商品市场供不应求的

局面，也可能会加快欧美国家货币政策收紧的进程。随着全球通胀走高，中国产业链在全球经济中

的重要性会进一步上升。 

 

政策展望 

2022年，各省宣布的GDP增长目标平均为6.3%。我们预期3月份的两会将把全国增长目标定在5%

以上。历史经验显示，各省通常达不到自己设定的增长目标。中国 31 个省中，海南省设定的增长目

标最高，达到了 9%，反映了海南自贸港建设投资和国内旅游带来的经济拉动。北京设定目标 5%，

为最低，体现了北京在剥离非首都功能上的努力，如将所有央企总部迁出市中心等举措。 

保就业将是各省最重要的政策目标。今年，有 14 个省设立了家庭收入增长目标，所有的省都设立了

失业率目标。2022 年计划新增就业岗位的各省目标加总为 1,500 万个，远高于去年 1,100 万个的目

标（去年实际新增就业为 1,300 万个）。 

碳减排节奏有所放缓。去年下半年多省缺电的问题，让地方政府在制定碳减排目标时更加谨慎。即

便如此，河北省仍然制定了明确的减排目标，而其他大部分省仅仅是承诺了中央分配的目标。钢铁

仍是中国碳排放最大的工业来源，而河北作为最大的钢铁产地，将面临巨大的脱碳压力。我们仍然

认为中央会坚持双碳政策，但哪怕是短期内的减碳放缓，也会给新能源产业带来压力。 



 

 

 

4 

PUBLIC 

我们认为长期政策不会转向，包括严控房地产、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和共同富裕。短期的宏观政策会

相对宽松，以提振增长。由于 1 月降息幅度很小，我们预期央行可能会在美联储加息之前再次降息，

并使用其他的量化宽松工具，来帮助上半年的经济复苏。基建是推动 2022 年增长的关键因素。然而，

政策中仍然要求地方以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作为主要融资方式，同时不能扩大隐性债务的规模。今年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已经提前，可能会帮助之后的信贷增长。我们仍然认为，由于控制债务具有政策

优先级，目标是形成有效的“实物工作量”，因此今年财政支出并不会大幅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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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文件由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恒生中国”）发布。本文所载信息乃基于恒生中国认为可靠的资料来源，但该等

资料来源未经独立核证。并且，本文包含的预测及意见只作为一般的市场评论，仅供参考。该等预测及意见为恒生中国或

撰写本文件的（一位或多位）投资顾问于本文件刊发时的意见，可作修改而毋须另行通知。本文件并不构成，亦无意作为，

也不应被诠释为有关投资于本文提及的任何证券或投资产品的投资建议，要约、要约邀请或推荐。 

关于本文所含信息、预测或意见的公平性、准确性、完整性或正确性，以及任何该等预测或意见所依赖的基础，恒生中国

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陈述、担保或承诺，恒生中国亦不会就任何人使用或依赖本文所载任何该等信息、预测或意

见而承担任何责任。阁下须自行评估本文所载信息、预测或意见的相关性、准确性及充足性，且如阁下认为必要或恰当，

阁下可为该等评估开展相关独立调查。 

恒生中国及其关联公司可能自营、承销本文提及的全部或任何证券和/或投资产品，或已经就此等交易建立头寸。恒生中国

及其关联公司亦可能因进行本文提及的全部或部分证券和/或投资产品赚取佣金或费用。 

本文提及的证券或投资产品可能并不适合所有投资者，且并未考虑各收件人的任何特定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其他需要。

在作出任何投资决定前，阁下须基于自身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及特定需要而作出投资决定，如有需要，阁下应于作出任

何投资前咨询阁下的专业顾问。 

投资有风险。阁下应当注意投资价值可能向上或向下波动，且投资过去的表现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本文并不旨在识别相关

证券或投资产品涉及的所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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