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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闻 NEWS
BUSINESS

记者注意到，昨日数据
依然显示社会融资结构表
外收缩，需求回归表内的基
本特征。

交行金研中心的综合统
计数据则显示，新增社会融
资 中 ，9 月 新 增 贷 款 占 比
78.8%，年内新增规模占比
60%。其他融资渠道中，信
托贷款 9 月减少 325 亿元，同
比少增 1455 亿元，进一步明
显下滑。9 月未贴现银行承
兑汇票净减少 1411 亿元，环
比少增292亿元，一方面是银
行主动控制的结果，另一方
面也反映实体经济资金需求
依然较弱。

刘东亮分析认为，表外
融资收缩的主因有两点，一
是监管政策使然，二是资金
机构的风险偏好居高不下，
主动收缩资金融出。

这一判断得到不少银行
业界人士认同。“我个人认为
在就业已经有保障的情况下
放松房地产调控，本身隐含
的潜台词就是要继续维持政

府和企业已经启动的去杠杆
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你可
以看到银监会不仅要求同业
业务要上收总行，而且近期
也在部署检查，说明去杠杆
的过程会带来相应的风险暴
露。”深圳某股份行公司金融
总部人士昨日对记者称。

9 月份货币信贷数据所
隐含的信息是否意味着更低
的经济增长底线目标尚不得
而知。但是昨日受访的经济
学家普遍认为，如果连续实
施多轮小规模的总量宽松，
而融资仍显疲软之后，央行
的货币政策或将更加转向价
格调控而非总量调控。

“现在应该还是在观察，
直接启动全面降息依然是过
于强硬的做法。现在相当考
验决策层对分寸的拿捏，经
济减速对结构调整有利，但
也不能跌破底线。什么时候
要预调微调，力度多大，可能
都得走一步看一步。”深圳一
家券商策略部门人士昨日对
记者称。 南都供稿

昨日，郑州晚报记者从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获悉，9月份，我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
上涨1.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再次进入“1时代”。
其中，城市上涨2.1%，农村上涨1.4%；食品价格上涨2.4%，非食品价格上涨1.6%；消费品
价格上涨1.3%，服务项目价格上涨3.5%。郑州晚报记者 赵柳影/文 马健/图

据了解，9 月份，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6%，
涨幅创下 56 个月最低点。不
过，对于我省的数据来说，9 月
份并不是今年的最低点。据郑
州晚报记者查询，截至目前，我
省今年共有 4 个月份 CPI 数据
处于“1时代”，分别是2月份的
1.2%、4 月份的 1.5%，及 3 月份
和9月份的1.9%。

具体看 9 月份的数据，我
省 食 品 类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2.4%，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

水平上涨约 0.76 个百分点。
其 中 ，鲜 瓜 果 价 格 上 涨
15.8%；鲜蛋价格上涨 17.2%，
比之前持续几个月近三成的
涨幅，有所下降。

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
0.4%，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
平上涨约 0.03 个百分点。其
中，一直处于高位的猪肉价格
开始有所回落，下降 2.5%；牛
肉上涨 2.8%；羊肉价格上涨
1.0%。鲜菜价格下降 11.5%，
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下

降约0.37个百分点。
此外，构成 CPI 的其余七

大类数据中，一降六涨。
烟 酒 类 价 格 同 比 下 降

1.4%；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
2.5%；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
务类价格同比上涨0.7%；医疗
保健和个人用品类价格同比
上涨1.0%；交通和通信类价格
同比上涨0.2%；娱乐教育文化
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3.8%；居住类价格同比上涨
2.0%。

昨日，记者从国家统计局
郑州调查队获悉，9 月份，郑州
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
上涨2.1%。

根据统计数据，食品价格
比去年同期上涨3.3%，非食品
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
涨1.7%，工业品价格上涨0.4%，
服务项目价格上涨3.2%。

此外，作为其他七大类价
格 指 数 ，烟 酒 类 同 比 下 降
1.1%，衣着类同比上涨 1.5%，
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
同比上涨0.3%，医疗保健和个
人用品类上涨0.5%，交通和通
信类同比上涨0.1%，娱乐教育
文化用品及服务类同比上涨
4.0%，居住类同比上涨2.2%。

环比来看，与8月份相比，
郑州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上涨0.4%。其中，食品价格上
涨 0.5% ，非 食 品 价 格 上 涨
0.4%，消费品价格上涨 0.2%，
工业品价格持平，服务项目价
格上涨0.9%。
郑州晚报记者 赵柳影
通讯员 孟媛

河南居民消费价格重回“1时代”

开学季导致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环比上涨

环比看，9月份食品价格环
比上涨1.1%，影响居民消费价
格总水平上涨约 0.35 个百分
点。其中鲜菜价格环比上涨
6.9%，肉禽及其制品价格环比
上涨1.5%。

非 食 品 价 格 环 比 上 涨
0.4%。其中，娱乐教育文化

用品及服务、衣着和医疗保
健及个人用品价格分别上涨
1.6%、0.8%和 0.1%，烟酒、家
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交
通和通信和居住价格持平。

对此，业内人士指出，娱乐
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上涨，是因
为9月份是开学季，相应的教育

支出增多。
此外，9 月份，我省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PPI）及购进价格
（IPI）同 比 分 别 下 降 1.6% 和
1.1%，同比降幅均呈继续扩大
态势；PPI 环比由平转降，下降
0.2%，IPI 环比由涨转降，下降
0.3%。

■链接

9月份，郑州CPI同比上涨2.1%

9月信贷喜中带忧：
微观经济不活跃
新增信贷同比多增700亿超预期
但企业短期融资收缩

央行主动引导市场利率下行所带来的效果，在9月的
信贷数据中得以体现。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
人民币贷款增加8572亿元，同比多增702亿元。尽
管信贷获超预期增长，但企业流动资金和社会融资总
量中的表外融资依旧延续了收缩的态势。“企业短期
贷款和票据融资 9 月环比少增 531 亿元，同比少增
679亿元。其中，票据融资减少500亿元。企业短期
融资收缩，说明微观经济活动仍不够活跃。”交通银行
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昨日表示。

央行数据显示，9月份人
民币贷款增加 8572 亿元，同
比多增 702 亿元，环比多增
1517亿元。社会融资总规模
方面，9 月份规模定格在 1.05
万亿元，比上月多 945 亿元，
比去年同期少3598亿元。

招商银行总行金融市场
部高级分析师刘东亮对记者
表示，9月信贷规模和社融规
模均大于前期，数据整体有改
善，可视为积极信号，融资对
经济的支持力度有所加大。

“但社融较去年同期仍有
较大规模萎缩，特别是表外融
资自 8 月的 2550 亿收缩至 9
月的不足 2000 亿，其快速收
缩值得注意，虽然监管层的意

愿是提高表内融资占比，但大
量表外融资的主体由于资质
问题，难以获得表内融资，影
子银行的快速收缩可能会恶
化实体经济的债务问题。”刘
东亮向记者表示。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连平则向记者分析道，9月份
企业短期融资收缩，说明微
观经济活动仍不够活跃。尽
管如此，9月份的货币增速仍
然比 8 月份有所回升。中金
公司即认为，M2 增速回升反
映了 9 月货币政策放松的效
果。M2 当月经季度调整后
环比增速折年率13%，较8月
的 7%明显上升，显示央行货
币政策放松的政策效果。

表外融资快速收缩

实体经济资金需求较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