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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款大规模流失的同时，新增贷
款量较上月表现也如预期下行。数据显
示，7 月四大行贷款新增量约为 2100
亿。记者留意到，目前各大研究机构对
于 7 月新增数据亦相对悲观，所有金融
机构新增信贷预期均未超过 8000 亿。
其中，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预测，7 月
新增人民币(境内外)贷款投放约 7800 亿
元，环比少增约 3000 亿元，同比多增约
800 亿元，月末余额同比增速 14.0%，与
上月基本持平。瑞银的预计相对保守：
预计 7 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达 7500 亿元
左右，符合贷款投放的季节性规律。

资金面上，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首席
宏观分析师李慧勇预计，8月份资金流动
性会继续宽松，资金价格会继续走低。徐
博也认为，当前降低企业融资成为央行的
主要任务。预计下半年信贷投向和结构
进一步改善，票据和债券融资扩张有所加
快；央行将继续发挥宏观审慎政策的逆周
期调节作用，并定向支持重点领域发展和
经济结构调整。他指出，促使下半年实体
经济资金成本下降的积极因素较多，各渠
道融资利率水平有望小幅下行，金融对实
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将有所增强。
陈颖 南都供稿

谈到政府与企业共建海绵型城市的资金推
动，河南省希芳阁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洋
提到了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即公私合营模式）。“举个例子，政府一个项目
需要十个亿，但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两个
亿，如果这时候吸收了企业资本，政府拿出
一个亿，企业联合风投来投入资金后拿到项
目，在项目开发中双方就可以合作共赢。现
在外地，比如广州已经有相关项目实施了，
而河南目前缺少这种项目。”王洋说。

对此，郭凤春表示，省政府即将出台的《关
于进一步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工作的
实施意见》提出，将大力推行PPP投资运营新模
式，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到园林绿化等基础
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中来。对于非经营性
基础设施项目，推行基础设施建设与新城新
区开发、旧城区改造等商业地产开发的市场
化融合模式，配套建设城镇基础设施；鼓励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引进社会资本进入园
林绿化等市政公用事业领域的运营和养护。

本报讯 据郑州市商务局市场运行监测结果显
示，上周纳入监测范围的 51 种商品中，上涨和
下跌的商品各占三成。其中蔬菜和鸡蛋价格
震荡上扬，粮油和肉禽价格保持稳定。

监测的18种蔬菜的综合批发均价为每公斤3
元，周环比（下同）上涨3.5%。如豆角均价每公斤
2.53 元，环比上涨 18.8%；生姜价格持续高位，均
价每公斤17元，环比上涨6.3%。鸡蛋的零售均价
为每公斤10.04元，环比上涨1.6%。
郑州晚报记者 徐智慧 实习生 邓雯

四大行7月存款“蹦极跳”
负增长约1.5万亿，利率市场化推进后银行留住存款日益艰难

6 月的存款集结后，7 月的存款量增
幅经历“过山车”。数据显示，6月份刚大
增 2.2 万亿元存款的四大行，当月金融机
构整体本外币存款大增 3.95 万亿。然而
仅时隔一个月，7月四大行存款负增长约
1.5万亿。

流失的存款都到哪儿去了呢？交通
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博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主要原因系6月的超常规
增长造成了高基数。此外，为了应付季末
考核，商业银行突击冲击存款数量，而考

核过后，资金回归常态，造成了7月存款大
幅流失的现象。徐博同时指出，7月货币
市场利率的提高，也令逐利的储户资金、
企业资金投入到理财市场，也分流了部分
资金。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业银行的
存款稳定性越来越差。”一家股份制银行
分行行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越来
越厉害的季末存款流失效应，反映了利
率市场化推进过程中银行留住存款的难
度在加大。

流失的存款去哪儿了？

生活在郁郁葱葱的城市中，满眼望去都是绿色而不是钢筋水泥、塑料
玻璃的，是每个城市中的人共同的愿望，也是许多城市共同追求的目
标，郑州也不例外。如何让曾经的绿城更绿，环境更美更湿润呢？
昨日，由河南省住建厅主办的河南省生态城市建设和城市园林绿
化发展交流座谈会在黄河迎宾馆举行。新加坡建设局国际开发署
高级署长许麟济、中国城科会绿建委立体绿化学组副组长、世界屋
顶绿化协会秘书长王仙民等国内外专家就生态城市设计建设、城
市立体绿化作用等方面进行了交流。
郑州晚报记者 徐智慧 实习生 邓雯

上周我市蔬菜和鸡蛋价格震荡上行

河南省住建厅副厅长、省城
科会副理事长郭凤春表示，要积
极采用低冲击开发模式开展海
绵型城市建设、开展绿道建设提
高人居环境、拓宽融资渠道促进
行业发展三方面着手，打造河南
的碧水蓝天。

据介绍，“海绵型城市”就是将
城市河流、湖泊、地下水系统的污

染防治与生态修复结合起来，让城
市像海绵一样，下大雨的时候吸
水，干旱的时候就把吸收的水再

“吐”出来。与城市园林绿化结合
起来，海绵型城市建设主要体现在
城市绿地对雨水的渗透收集和利
用、城市生态河道对雨水的渗透利
用和生态屋面、立体绿化与广场对
雨水的渗透利用。

王仙民教授表示，在当今社会，相比于挖
河造湖的大工程，一些小工程更加实用有效。
他举例德国，“德国人很重视屋顶湿地的建设，
下雨时屋顶的植物、土壤、排水管都在吸水，整
个城市就像海绵一样蓄水，这也减少了城市排
水系统的压力，避免出现城市内涝。而目前城
市更多的都是硬铺装，雨水很难回到地下去。”
同时王仙民还指出，通过蓄水可以避免地下水
减少引起的地面沉降，增加城市湿度来进一步

增加降雨，对于郑州这样一个本来就缺水的城
市来说，建设海绵型城市意义深远。

许麟济则建议，在建设海绵型城市中政
府需要以身作则，规划用地时需要多部门联
和参与，保证规划用地时注意保留绿地，设标
准、严把关。同时他指出政府需要做好政策
宣传工作，增强人们对绿色建筑的了解，通过
改变市民观念来倒逼开发商注重绿地保护，
引导企业重视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

把雨水利用起来 实现“城市海绵体”功能

相对挖河造湖的大工程 小工程更加实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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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建议推行PPP模式 助力城市“更绿”

在6月的季末考核后，存款在7月“后会无期”。据昨日媒体报道，7月四大
行存款负增长约1.5万亿，同期贷款新增量约为2100亿，目前研究机构对
7月金融机构整体新增信贷预期都未超过8000亿。多位分析人士对记
者表示，存款的大幅回落或与6月冲高回落有较大关系。但对于背后的原
因，一家股份制银行分行行长指出，越来越厉害的季末存款流失效应，反映
了利率市场化推进过程中商业银行的存款稳定性越来越差。

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