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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发布2024年一季度金融统计和社会融资数据

我国人均存款约10.8万元
4月12日晚间，中国人民银

行（以下简称央行）发布2024年
一季度金融统计和社会融资数据
显示，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
9.46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累计为12.93万亿元，均处于历史
同期较高水平，但增速均同比有
所减少。一季度住户存款增加
8.56万亿元，以全国14亿人计算，
人均多存了约6114元。

专家解读认为，从贷款及社
融数据来看，一方面居民、企业部
门对贷款及社融需求不足问题仍
然存在，一方面银行供给在央行
引导下不再追求一季度“开门红”
冲高。而从货币资金流向看，央
行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货币、信
贷等金融资源加速从房地产领域
流出，对科技等重点领域的支持
力度更足。

有银行中长期大额存单
“被抢光”

记者统计发现，近年来我国
住户存款余额整体呈上升趋势，
从去年10月以来，已连续5个月
上涨。截至2024年2月末，住户
存款余额为143.24万亿元，依此
计算3月末住户存款余额已超
150万亿元，达151.8万亿元，在整
体人民币存款余额中占比过半。

以我国约14亿人口计算，
2024年一季度，人均增加存款约
6114元，至3月末，人均存款
10.84万元，接近11万元。

住户存款余额持续走高，说

明居民存款意愿仍然高涨。近
日，招商银行暂停新发三年期、五
年期大额存单引发市场关注，记
者登录招商银行APP看到，大额
存单（20万元起步）一栏确实已
经不见三年期、五年期的大额存
单业务的踪影。

据招商银行一网点客户经理
介绍，当前期3年期大额存单已

“被抢光”，利率是2.55%，并建议
客户如要购买可等到5月份再关
注。此外，近日也有调查发现广
州地区多家银行5年期大额存单
均无产品在售。

对此，有银行业分析师指出，
这和银行近年来净息差持续承压
有关。此类大额存单产品的利率
较高，而目前客户存款意愿较强，
压降成本较高的中长期定期存款
或存单可以更好地管理净息差，
因此控制资金成本较高的三年期
以上的大额存单额度成为必然。

近期，上市银行纷纷公布
2023年报，从六大国有行年报来
看，净息差均出现不同程度同比
下降。因此，在银行净息差持续
承压、居民存款意愿持续高涨的
情况下，市场预测各大银行在未
来陆续收紧长期大额存单产品是
较高概率事件。

贷款增速整体有所回落
制造业类贷款增速较快

贷款方面，央行数据显示，初
步统计，2024年3月末社会融资
规模存量为390.32万亿元，同比

增长8.7%。其中，对实体经济发
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244.59万
亿元，同比增长9.2%。2024年一
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12.9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1.61
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
的人民币贷款增加9.11万亿元，
同比少增1.59万亿元。

3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
251.81万亿元，同比增长9.2%。
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47.05万亿
元，同比增长9.6%。一季度人民
币贷款增加9.46万亿元。分部门
看，住户贷款增加1.33万亿元，其
中，短期贷款增加3568亿元，中
长期贷款增加9750亿元；企（事）
业单位贷款增加7.77万亿元，其
中，短期贷款增加2.97万亿元，中
长期贷款增加6.2万亿元，票据融
资减少1.5万亿元；非银行业金融
机构贷款增加2336亿元。

比较来看，3月末，人民币各
项贷款余额增速较上月低0.5个
百分点。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
量也较上年同期有较明显少增。

记者注意到，去年一季度银
行“开门红”冲高较多，对后三个
季度造成一定透支。去年下半年
以来，央行注重引导金融机构加
强信贷均衡投放，避免资金沉淀
空转，为可持续支持实体经济留
有后劲。中金公司分析师林英奇
认为，在“盘活存量”背景下，信贷
过于追求“开门红”的现象得到明
显缓解，信贷量价更加平衡。一
季度贷款投放进度向过去五年接
近40%的比例回归。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研究所执行
所长余凌曲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贷款和社融数据说明，市场需
求偏弱依然是目前实体经济面临
的主要问题。房地产市场成交偏
弱，叠加企业进行实体投资的意
愿有待恢复，无论是居民部门还
是企业部门对贷款及社融的需求
都存在不足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贷款结构
方面，一季度企（事）业单位中长
期贷款增加6.2万亿元，在企（事）
业单位贷款增加中占到绝大多数
比例。余凌曲表示，M2、人民币
贷款增速均高于GDP增速，说明
货币政策整体对实体经济形成支
撑和带动作用；从货币资金流向
看，央行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货
币、信贷等金融资源加速从房地
产领域流出，对科技、绿色、中小
企业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
更足。

从去年开始，做好金融“五篇
大文章”，引导信贷投向制造业等
重点领域进行模式转型已成为多
家主要银行“必修课”。记者此前
选取13家上市银行2023年报做
重点数据分析对象，统计发现，绝
大多数银行去年制造业贷款增速
都要显著高于该行各项贷款增
速，有8家银行去年制造业贷款增
速超20%。多家银行自愿披露的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战略性新兴
产业贷款增速突出。

据《南方都市报》

3月末
本外币存款余额

330011..4411万万亿亿元

同比增长77..66%%
人民币存款余额

229955..5511万万亿亿元

同比增长77..99%%
外币存款余额

88332266亿亿美元

同比下降88..77%%

一季度
人民币存款

增加1111..2244万万亿亿元

住户存款

增加88..5566万万亿亿元

非金融企业存款

增加22222255亿亿元

财政性存款

减少22885555亿亿元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

增加11..5566万万亿亿元

一季度外币存款

增加334477亿亿美元

央行
2024年一季度
金融统计
和社会融资数据

退休6年后被倒查 年近70岁“老虎”落马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杜梓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审查调查

4月1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网站发布消息，内蒙古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
任杜梓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
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
查和监察调查。

杜梓出生于1955年6月，内
蒙古托克托人。他一直在内蒙古
工作。他于2001年任鄂尔多斯
市委副书记，2007年任鄂尔多斯
市市长，2008年任鄂尔多斯市委
书记。2011年2月，杜梓出任通

辽市委书记，同年11月跻身自治
区党委常委，2015年，他出任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到2015
年8月，他卸任自治区党委常委、
通辽市委书记。2018年1月，内
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换届，杜
梓不再担任副主任一职。

鄂尔多斯市是西部重要的资
源型城市，有丰富的煤和煤炭储
量。担任鄂尔多斯市委书记期
间，杜梓多次在公开场合说鄂尔
多斯“不做煤老大，要做煤化工老

大。”他还说，“要把鄂尔多斯打造
成金融洼地，成为晋陕蒙黑色金
三角的区域金融中心。”

在担任鄂尔多斯市委书记期
间，当时与杜梓共事的市长云光
中也已落马。云光中在2008年
11月至2011年2月担任鄂尔多斯
代市长、市长，2011年2月晋升为
市委书记。2019年6月，时任内
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
市委书记的云光中被查。

鄂尔多斯之外，杜梓任职过

的通辽市也有多位官员落马。
2017年被查的中央纪委驻财政
部原纪检组组长、财政部原党组
成员莫建成，2019年被查的通辽
市委原书记傅铁钢，2021年被查
的甘肃省委原常委、原常务副省
长宋亮，2022年被查的青海省委
原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党组原书记李杰翔，他们都曾担
任过通辽市委书记。

今次杜梓被查已经是他在退
休6年后。去年5月，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网站发布评论文章《退休
不是贪腐保险箱》。文中指出，要
持续加强对离职公职人员的监督
管理，做好离任审计，重点关注其
任职期间相关问题和决策情况，
防止带“病”离职。还要排查突击
入股、违规返聘等情况，截断退休
后腐败的变现之路。

包括杜梓在内，今年被查的
中管干部已经增至20人。

本报综合

第135届广交会开幕
预计现场新品超100万件

据新华社广州4月15日电
第135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15日在广州开幕。本届广交会
展示先进制造成果，预计现场新
品超100万件；境外采购商参会
意愿加强。

本届广交会总展览面积155
万平方米，展位总数约7.4万个，
参展企业2.9万家；截至14日，有
215个国家和地区的14.9万名境
外采购商预注册，较上届增长
17.4%。

本届广交会展示先进制造
成果，预计现场新品超100万件、
绿色低碳产品超45万件、自主知
识产权产品超25万件。脑机接

口智能仿生手、自动导航运输设
备、人工智能翻译机等智能产品
超9万件；超过50%的参展企业
积极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
等数字化技术改造生产运营。

境外采购商参会意愿加强。
截至13日，预注册的美国采购商
增长21.4%，中东国家采购商增
长24.7%，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采购商增长45.9%，《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国家采购商增
长15.5%。288家头部企业和工
商机构确认组团参会，较上届增
长21.5%。

同期，广交会将举办超过
600场贸促活动。 4月15日，工作人员在第135届广交会上展示智能仿生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