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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14日发布了5月金
融统计数据，在社融规模保持平稳增长
的同时，当月新增贷款同比有所回落，
狭义货币（M1）余额下降……如何看待
这些数据变化？信贷资金主要流向了
哪些领域？

中国人民银行当日发布的金融统计
数据显示，5 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
248.73万亿元，同比增长9.3%；社会融
资规模存量为391.93万亿元，同比增长
8.4%；广义货币（M2）余额301.85万亿
元，同比增长7%。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
为，5月新增贷款接近万亿元，同比有所
回落，但从总量上看并不少。同时，社融
规模总体平稳增长，金融对实体经济的
支持力度保持稳固。尤其是近期企业和
政府债券发行节奏加快，对社融规模增
速形成稳定支撑。

今年以来，M2和人民币贷款投放
总体放缓，中国人民银行已通过多种渠
道发声表示，当前我国货币总量已经足
够多，货币信贷高增速难以持续，信贷
需求已出现“换挡”。未来政策调控方
向会更加注重盘活存量资金，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

数据显示，前5个月，我国企（事）业
单位贷款增加9.37万亿元，企业仍是新
增贷款的大头。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
7.11万亿元，占比超75%。从具体投向
来看，信贷资源更多流向国民经济重点
领域和薄弱环节。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5月
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为13.55万亿
元，同比增长21.8%，其中，高技术制造
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2.7%；高
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型中小
企业贷款余额分别为14.77万亿元、4.11
万亿元、2.68 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11.6%、15.9%、19.2%；普惠小微贷款余
额为31.56万亿元，同比增长19.3%。

“金融管理部门正在指导银行挖掘
信贷需求，更好地支持新动能领域。”招
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随着近期持
续规范手工补息和减少资金空转，部分
企业过去“低贷高存”的套利模式难以为
继，低效贷款收回来将投向更多有真实
需求的实体企业。

在打击资金空转、叫停手工补息的
背景下，部分不规范的企业存款也在同
比减少，这使得近期M1余额有所下降。

数据显示，5月末，狭义货币（M1）余

额64.68万亿元，同比下降4.2%，在上月
M1余额同比下降1.4%的基础上，进一
步下滑。

我国M1统计口径包括现金和企业
活期存款。业内人士认为，4月以来，企
业部分活期存款分流对M1影响明显。
今年前5个月，非金融企业活期存款减
少4万亿元左右，定期存款则增加了1.5
万亿元左右。万得统计显示，截至5月
末，债券型基金资产规模超过9.5万亿
元，同比增加约1.8万亿元。可见，部分
企业活期存款转为定期存款的同时，也
在向理财市场分流。

“历史上，房地产企业和地方政府融
资平台活期存款是企业活期存款的主要
部分，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
生新变化，地方政府举债行为进一步规
范，相应的现金流有所减少。”上海金融
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说，这使得短期
内M1增速放缓，长期来看则反映出经
济结构转型升级和优化调整。

在融资成本方面，今年以来，我国利
率水平保持稳中有降态势。5月17日，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取消全国层面首套
和二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目前政策已
基本落地，除北京、上海、深圳外，全国其

余城市均已取消房贷利率下限。
当前我国贷款利率仍保持在历史低

位水平。数据显示，5月份，新发放企业
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71%，比上月和
上年同期低6个和25个基点；新发放个
人住房贷款利率为3.64%，比上月和上
年同期低6个和53个基点。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多次公开
发声表示货币政策仍有空间。业内人士
认为，前期政策效果还在显现，未来进一
步调降政策利率面临内外部双重约束。

“2024年初，中美利差倒挂幅度扩
大至180个基点，目前这一幅度已扩至
220个基点左右。”董希淼说，从外部看，
利率调整要考虑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从内部看，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截至
今年一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较
上年末进一步下降15个基点至1.54%。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政策利率较
低，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稳固
的。目前，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
造再贷款等新工具正加速落地，未来将
向金融机构提供成本较低的稳定资金，
有助于引导商业银行持续优化金融资
源供给，拉动相关信贷，精准发力五篇
大文章。

2024年6月1日拍摄的武汉阳
逻港（无人机照片）。

近年来，湖北立足区位优势，坚
定扩大开放，围绕打造国内一流航
运枢纽的目标，着力推动湖北水运
高质量发展，致力实现航运方式更
加绿色，网络优势更加凸显，协同合
作更加深入，为长江航运高质量发
展提供“湖北实践”。

□据新华社

湖北湖北：：长江航运高质量发展动力强劲长江航运高质量发展动力强劲

轻点购物网站，“中国制造”数日后
抵达家门口，世界各地的人们正在享受
快速便捷的购物体验。

中国跨境电商发展有多快？过去5
年，我国跨境电商贸易规模增长超过10
倍。据各地初步统计，全国跨境电商主
体已超12万家，建设海外仓超2500个、
面积超3000万平方米。

为进一步支持跨境电商发展，商务
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拓展跨境电
商出口推进海外仓建设的意见》，提出推
动跨境电商海外仓高质量发展等多项举
措。梳理近年来一系列支持外贸发展的
政策举措，“跨境电商”和“海外仓”都是
关键词。

海外仓是什么“仓”？
海外仓，是在境外通过自建或租用

运营的数字化智能化仓储设施，有助于
打通跨境贸易“最后一公里”。

业内人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普通
跨境物流方式，海外买家下单后，国内卖
家需要通过国际物流进行配送，涉及报
关、清关等程序，一般耗时至少5至10
天。直接从海外仓发货的物品，一般1

至3天顾客就能收到。
如果说你对这个“仓”的印象，还停

留于货品在海外的“住宅”，那么现在的
海外仓，扮演的角色会让你大吃一惊。

让货物下单、发货、运输、配送实现
全程可视化、提供消费者画像、定制化数
据分析报告……基于数字化管理的海外
仓整合物流、仓储、金融、分销等资源于
一体，助力跨境电商在技术、模式、供应
链等方面形成全新业态。

“既提升运输时效，也保障了用户体
验感。”深圳市堡森三通物流有限公司销
售总监叶汉梅说，2020年以来公司在荷
兰、德国、英国建立了3个海外仓。

海外仓作为服务跨境电商的重要新
型基础设施，直接拉近了中国卖家与国
外客户的距离，简化清关流程，加快贸易
周转，有利于破解退款、退换货等售后服
务痛点，有效提升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
力。

全球化、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外贸
发展新业态愈发多样，如何加快建设海
外仓？

要看到，海外仓并非在海外租建一个

仓库那么简单，需要服务商有足够的资金
实力和运行经验，以及应对当地政治、文
化、法规差异等不确定风险的能力。

日前发布的意见有针对性地提出了
“加强行业组织建设与人才培养”“畅通
跨境电商企业融资渠道”“提升跨境数据
管理和服务水平”等15条具体措施。

为推广海外仓建设经验，商务部印
发一批实践案例：有的海外仓对上百万
件商品进行智能管控，数据准确率达
99%；有的海外仓根据当地市场特点，制
定专属营销策略；有的海外仓打造境外
法务、财务、税务团队，帮助客户避免知
识产权侵权等违规行为，规避各类税收
风险……

展望未来，海外仓发展空间有多广
阔？

从政策端来看，从国家到地方均加
大力度支持海外仓建设，并以此为抓手
挖掘外贸新动能。

从需求端来看，全球电商市场快速
增长，跨境电商产业方兴未艾，海外仓向
上成长的空间可观。

拼多多跨境电商平台Temu日前上

线巴西站点，这是Temu开通的第70个
国家站点，在南美市场布局中迈出重要
一步。

阿里巴巴集团运营的跨境平台全球
速卖通（AliExpress）2024年 4月在韩
会员数约为858万，比2023年4月翻了
一番。

澳大利亚市场研究公司罗伊·摩根
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每月有超过200
万澳大利亚人在中国跨境电商平台
SHEIN（希音）和Temu线上平台购物。
德国《商报》称，独家数据显示，1/4的德
国人已经在中国电商平台购过物。

凭借减少贸易中间环节、打破时空
限制、完善物流技术与体系等优势，跨境
电商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新引擎。

今年一季度，全国跨境电商进出口
5776亿元，增长9.6%，其中出口4480亿
元，增长14%，占出口比重达7.8%，拉动
出口增长超1个百分点。

让全球购物更便捷，随着各项支持
政策的进一步落地，以海外仓建设助推
跨境电商发展，更多中国品牌将走向全
球，更多全球好物将走进中国。

家住江苏南京的辛女士近期准备贷
款10万元换一辆车，她发现，如果能在
两年内还清贷款，由银行和车企合作提
供的补贴优惠就能覆盖贷款利息，相当
于“免息贷款”。“在此基础上还能享受上
千元的以旧换新政府补贴，降低了我的
购车门槛和成本。”辛女士说。

近段时间，针对汽车、家电、家装等
消费品以旧换新，多家银行推出了形式
多样的消费贷款产品。这些产品在贷款
利率、额度、期限等方面的设置上具有一
定吸引力，同时着力简化业务流程，提高
放款速度。

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发布的以旧换
新消费贷产品额度最高达100万元，年
利率低至3.3%；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推
出“以旧换新分期付”产品，购车用途最
高可贷150万元，支持购车分期最高比
例100%；中国银行针对家居家电手机数
码置换和家装等消费需求推出“中银焕

新消费贷”产品，客户可在额度有效期内
随借随还……

金融机构数据显示，5月份，汽车、家
装等消费品类别贷款增长明显。

工商银行信用卡汽车分期环比增长
8.5%；农业银行汽车分期贷款投放信贷
资金195亿元，同比增长137%，环比增
长8%；农行家装分期贷款投放信贷资金
37 亿元，同比增长 22.78%，环比增长
3.96%；平安银行汽车消费金融中心新能
源放款44亿元，同比增长70%。

“在做好需求端服务外，工行还从供
给端为汽车主机厂商、汽车经销商、大型
家居卖场、大型家电卖场等实体企业和
商户提供信贷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个人
金融业务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工行
通过为商户提供经营管理、贷款、存款、
理财、信用卡等一揽子金融服务，促进以
旧换新供给端和需求端的良性循环。

金融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助于

激发消费新活力。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
示，5月份，全国乘用车零售量环比增长
约 10%；报废机动车回收量同比增长
48.9%，环比增长16.2%。1至5月份，主
要电商平台家电以旧换新销售额同比增
长81.8%。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杜阳表示，
银行推出各种以旧换新贷款产品和优惠
措施，短期来看降低了消费者换新的门
槛，能够刺激消费、拉动内需；长期看有
助于推动我国消费市场向高端化、绿色
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促进产业优化升
级，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相关机构测算，我国每年汽车、家
电换代需求在万亿元以上级别。业内人
士认为，对金融机构自身而言，消费品以
旧换新相关政策的推出，为发展消费金
融业务开辟了“蓝海”，金融机构可借此
机会实现业务升级发展，提高消费金融
服务能力。

“比如，新市民和农村消费群体在消
费升级的过程中，对于耐用消费品仍然
存在一定需求空间。”上海金融与发展实
验室主任曾刚表示，如何根据这类客户
的特点设计与之匹配的消费信贷产品，
可能是银行未来发展的重点之一。

中国农业银行个人信贷部负责人表
示，面对消费品以旧换新带来的市场机
遇，农行将不断优化金融服务和产品供
给，充分激发消费潜能，围绕客户需求进
一步创新场景建设、优化业务流程，提升
金融支持力度。

此外，对于有意进行以旧换新的消
费者，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建议，虽然
一些金融机构推出的“零首付”类产品降
低了消费者换新门槛，但全额贷款的利息
总额也会更大，消费者要充分考虑自身还
款能力，合理确定首付比例。同时，看清
合同条款，避免商家借着“零首付”“零利
率”变相提高价格、收取额外手续费。

金融赋能以旧换新 激发消费新活力
□新华社记者 张千千 李延霞 姚均芳

“刚进入6月，就能吃到1块钱左右
一斤的西瓜了！”继榴莲、荔枝、樱桃后，
西瓜也迎来了大降价，相关话题冲上热
搜，引发网友关注。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今年第23
周，也就是6月3日至6月9日这周，全
国西瓜批发均价为3.63元/公斤，环比
跌13.8%，为连续8周下跌。相较于5
月初5.6元至5.7元/公斤的批发均价，
降价超三成。

同期，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富士
苹果、鸭梨、香蕉、巨峰葡萄、西瓜和菠萝
等6种果品第23周批发市场均价为每公
斤7.36元，环比跌0.1%，同比降10.4%。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分析预警
团队水果首席分析师、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信息研究所研究员赵俊晔认为，近
期西瓜价格下跌主要还是季节性因素
导致的，其他几种水果供求比较平稳，
价格波动不大。西瓜的市场供求和价
格变化季节性突出，一般都是2、3月价
格最高，7至9月最低。春夏之交西瓜
大量上市，价格快速下滑。

与2023年相比，今年的西瓜价格
呈现出入夏后价格下跌快的特点。
2023年，西瓜价格从每公斤6元降至
3.27元，用时11周，而2024年西瓜价格
从每公斤6元降至3.63元，用时8周，价
格下跌快。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赵俊
晔认为，今年各地入夏偏早，气温高，露

地种植的西瓜提前成熟，增产幅度大，
导致阶段性供给显著增加。如5至6月
山东、江苏、河南等主产区露地西瓜集
中上市，供应量整体较大。

另外，今年水果供给相对充足，品
类也比较丰富，消费者的选择多。一方
面，苹果、梨等冷库存贮水果清库销售，
另一方面樱桃、菠萝、油桃、杏、李等时
令水果陆续上市。水果进口的增加也
加大了水果供给。

中国果品流通协会秘书长陈磊介
绍，去年协会大多数会员企业业务量出
现下降，今年以来整个水果消费市场仍
处于恢复期，加上今年部分品种水果供
应量增长，价格降幅较大。

“如榴莲，除了泰国，现在也从越
南、菲律宾进口，进口量增加导致榴莲
价格一路走低；此外，樱桃、草莓、蓝莓
等水果价格同比也有较大降幅，从这一
点来说，对消费者是很大利好，可以选
择多种水果来消费。”陈磊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许多主产区的地
方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西瓜等水果的产
销对接活动，向销地批发市场、商超等
进行产品推介，帮助果农销售。

后期价格走势如何？
“6至8月是水果价格季节性下滑

的阶段，特别是西瓜。6月之后西北产
区西甜瓜上市，市场供给继续增大，另
外桃、李等其他时令性水果大量上市，
西瓜价格预计会持续下跌。”赵俊晔说。

时令水果上市，价格走势如何？
□新华社记者 郁琼源 于文静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记者14
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7.3
亿人次，同比增长20.2%，运输安全平稳
有序。

1至5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
车 10463 列，同比增加 1174 列，增长
12.7%。5月1日发送旅客2069.3万人
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通过
动态分析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
数据，国铁集团精准把握旅客出行需
求，及时在热门地区、方向和时段加大
运力投放。

同时，国铁集团不断优化服务品

质。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在线选
铺、购票信息预填、起售订阅通知等功
能，兼顾长途和中短途旅客出行需求，优
化售票策略，改善旅客购票体验。积极
推广计次票、定期票、旅游套票等新型票
制服务，目前计次票、定期票已覆盖60
条线路，旅游套票已覆盖11条线路。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铁路部门将聚焦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充分运用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调整后
释放的运力资源，做好暑期运输组织，
优化旅客列车开行，丰富客运产品供
给，提升站车服务品质，努力让广大旅
客出行体验更美好。

1至5月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7.3亿人次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记者14
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1至5月，
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1138.4万辆和
1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5%和
8.3%，汽车产销量保持同比稳步增长。

据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介绍，5
月，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237.2万辆
和241.7万辆，产量环比下降1.4%、销量
环比增长2.5%，同比分别增长1.7%和

1.5%，销量环比、同比均实现小幅增长。
中汽协数据显示，1至5月，新能源

汽车产销量达392.6万辆和389.5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30.7%和32.5%，市场占
有率达33.9%。

陈士华表示，当前，汽车行业总体
运行依然面临较大压力，随着相关利好
政策加快落地、持续发力，将充分释放
消费潜力，推动行业稳定发展。

1至5月我国汽车产销量
同比分别增长6.5%和8.3%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中国人民
银行14日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
前5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14万
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9.37
万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5
月末，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248.73万亿
元，同比增长9.3%。分部门来看，前5
个月，住户贷款增加8891亿元；企（事）
业单位贷款增加9.37万亿元，其中中长
期贷款增加7.11万亿元。

从货币供应看，5月末，广义货币

（M2）余额 301.85 万亿元，同比增长
7%。狭义货币（M1）余额 64.68 万亿
元，同比下降4.2%。

另外，前5个月我国人民币存款增
加9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7.13万
亿元。

此外，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
据显示，5 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存 量 为 391.93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4%；前 5 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累计为 14.8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
2.52 万亿元。

前5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
增加11.14万亿元

如何看待5月金融统计数据？
□新华社记者 吴雨 张千千

跨境电商贸易规模增长超10倍！这个“仓”不一般
□新华社记者 谢希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