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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13

一季度我国人民币贷

款增加7.1万亿元，同比多

增 1.29 万亿元，为疫情防

控、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了有

力支持。新增贷款主要投向

了哪里？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如何？个人消费贷款可有改

善？这些引起市场普遍关

注。

超八成新增贷款投向

企（事）业单位

“近期中信银行给我们

办理了票据贴现 180 多万

元，帮我们解决了采购原材

料的资金问题。”浙江省余

姚市兰山电机企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鲁孝良告诉记者，

2月中旬复工后，原材料成

本上涨一度令企业流动资

金紧张。此时多家银行伸出

援手，最终他选择以2.75%

的利率办理了票据贴现，大

大降低了融资成本。

这家企业之所以能较

低成本拿到资金，得益于人

民银行再贴现政策支持。人

民银行增加的5000亿元再

贷款再贴现额度，以及给银

行2.25%的再贴现利率，让

银行更有动力和能力支持

企业。

“当前货币政策逆周期

调控效果逐步显现，金融对

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不断增

强。”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

究员温彬认为，在一系列货

币政策支持下，信贷投放力

度和规模远超去年同期，推

动 3 月新增贷款规模大幅

回升。

数据显示，3月当月人

民币贷款增加2.85万亿元，

同比多增1.16万亿元。一季

度，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6.04万亿元。

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

司长阮健弘介绍，一季度贷

款主要投向实体经济，各项

贷款新增总量的85.1%投放

给企（事）业单位，短期贷款

为企业正常经营提供了必

要的流动性支持，中长期贷

款则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

了长期资金保障。

专家表示，信贷供给增

加与企业融资需求回升，从

供需两端推动了 3 月新增

社融大幅回升，表内、表外

融资均明显增长，企业和政

府债券发行速度进一步加

快。

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明

显提升

近日，天弘余额宝基金

7日年化收益率连续多日跌

破2%，这不仅关系着个人

理财收益，其背后还反映出

宏观层面的一些新变化。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

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通过全

面降准、定向降准、公开市

场操作、结构性货币政策工

具等，为市场提供了合理充

裕的流动性，引导市场利率

整体下行，货币市场基金、

结构性存款等市场化的类

存款产品利率也随之走低。

3月份广义货币（M2）

同比增长10.1%，增速大幅

回升。市场流动性合理充

裕，但仍有部分企业“喊

渴”。有市场人士担心，人民

银行释放的流动性会不会

出现局部性淤积。

对此，人民银行货币政

策司司长孙国峰分析称，从

“量”上来看，一季度人民银

行通过降准、再贷款等工具

释放长期流动性约 2 万亿

元，而新增人民币贷款7.1

万亿元。也就是说，每1元的

流动性投放支持了约3.5元

的贷款增长。从“价”上来

看，3月份一般贷款利率比

去年高点下降了0.6个百分

点，今年以来下降了0.26个

百分点，明显超过中期借贷

便利中标利率和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LPR）的降幅。

“这说明货币政策的效

果已传导到了实体经济。”

孙国峰认为，与国际对比来

看，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效

率较高，不存在流动性淤积

现象。流动性合理充裕并不

是大水漫灌，不论从我国银

行体系的流动性数量来看，

还是从利率来看，都距离

“流动性陷阱”很远。

当前，仍有不少中小微

企业面临现金流压力、资金

周转困难，渴望得到金融支

持。董希淼认为，要进一步

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落

实银行尽职免责相关制度，

适度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

激发银行放贷积极性。

个人消费贷款出现积

极变化

扩大消费是对冲疫情

不利影响的重要着力点，这

离不开消费金融的支持。3

月住户部门贷款明显好转，

尤其是个人消费贷款由降

转升，显示出积极变化。

“住户部门是国民经济

的主要消费部门，其信心增

强有利于实体经济恢复增

长。”阮健弘介绍，受疫情影

响，一季度居民消费信贷大

幅减少，但3月情况发生了

变化，当月新增个人消费贷

款6094亿元，扭转了2月份

净下降的走势。其中，个人住

房贷款新增3472亿元，其他

消费贷款新增2622亿元。

业内人士看来，除了消

费信贷领域出现积极变化，

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阶

段性成效、全面推进复工复

产，企业生产经营中的资金

需求也逐步增多，3月份企

业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开

始明显恢复，说明我国经济

在边际改善。

“随着政府推动重大项

目投资计划逐步开工，相应

的贷款需求也会快速增

长。”阮健弘表示，从人民银

行的银行家问卷调查结果

来看，二季度贷款需求预期

指数是83.1%，比一季度高

17.1个百分点。

专家建议，未来信贷投

向应进一步加大对重大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新基建、

民生工程等领域的支持力

度，支持居民消费升级，提

高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

的信贷占比，不断优化信贷

结构。

想买千万元楼盘，先交

百万元“喝茶费”。近期开发

商和中介收取“喝茶费”的

说法再现深圳楼市。“喝茶

费”是否属实？到底是营销

炒作，还是供需失调所致？

“售罄”还有房 千万

元楼盘需百万元“喝茶费”

“总价约 1150 万元，

‘喝茶费’70多万元。”“总价

2200多万元，‘喝茶费’150

万元。”……

近日，“喝茶费”（即更

名费）重现深圳楼市。有网

友爆料，位于深圳宝安中心

区的新锦安海纳公馆、润恒

都市名荟、榕江云玺锦庭等

新盘对外宣称售罄，实际上

转为内部消化，缴纳“喝茶

费”后才可买房。

记者3月下旬走访该片

区时看到，新锦安海纳公馆

项目仍在建设中，施工网上

印有“热销中”3个大字。有

中介人员称，该项目还有少

量房源，但要另交65万元~

80 万元的“喝茶费”更名。

“即使算上这笔费用，也低

于周边一些二手房价格。”

公开信息显示，新锦安

海纳公馆于2019年6月获

批预售并开盘，共1889套，

单价每平方米 7.4 万元至

10.8万元，总价每套562万

元至1274万元。

4月10日，记者致电新

锦安海纳公馆售楼处，对方

称无房源在售。然而，记者

10日在深圳市房地产信息

平台查询发现，该项目还有

约150套房源显示“期房待

售”。

目前，深圳市场上有一

种说法称，宝安区、南山区

有部分楼盘收“喝茶费”，

“这是因为政府对新楼盘限

价，开发商备案价备不上

去，就通过第三方来加价。

还有一些开发商把自己的

资产先以子公司名义打包

购买，再对外出售，这就相

当于左手倒右手”。

榕江云玺锦庭开发商4

月7日发布声明称，“任何以

‘帮忙打折’‘帮忙留房’为

由私自向购房者索要‘喝茶

费’或者资金监管等行为均

属于欺诈行为。经内部调

查，本公司无任何员工参与

此事，也未做任何承诺。”

“喝茶费”：营销炒作还

是供需失调？

面对“喝茶费”再现楼

市，深圳住房主管部门快速

发声，称将严格查处。

宝安区住房和建设局4

月3日发布通知，联合市场

监管、公安、税务等相关部

门对房企和中介收取“喝茶

费”等价外费用违法行为进

行调查，一旦发现将暂停涉

案楼盘全部房源网签权限。

南山区住房和建设局9

日发布通知，表示近日该局

收到相关投诉，反映个别中

介从业人员涉嫌恶意炒作、

哄抬房价，将联合相关执法

部门依法严格查处。

记者10日从宝安区住

房和建设局了解到，3日以

来，该局已会同市场监管部

门随机调取涉嫌收取“喝茶

费”的三个项目的80余份购

房合同，对购房人进行电话

核查，暂无购房人表示支付

过价外费用。同时，该局已约

谈相关开发商，要求企业进

行内部自查自纠，并派员到

相应中介机构调查。截至目

前，尚未掌握中介人员收取

“喝茶费”等价外费用的证

据。相关调查仍在推进中。

长期关注深圳楼市发

展的深圳市房地产和城市

建设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

锋认为，一方面深圳每年新

增约 50 万户籍人口，但可

售商品房库存仅在 300 万

平方米以内，从住房基本面

上看，存在住房供应不足问

题，并且新房和二手房价格

还有倒挂现象，要警惕房企

和中介通过收取“喝茶费”

规避限价政策；另一方面，

要小心“喝茶费”可能是人

为制造“一房难求”假象的

营销手段。

“‘喝茶费’不论是真是

假，都在扰乱房地产市场秩

序，需要严厉查处。”王锋

说。

歪风何时止 供应严

管“两手抓”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无

论是炒作还是真收，“喝茶

费”说法频频出现，背后是

较低的违法成本。

若是“作妖”炒作，“喝

茶费”带来的法律后果只是

“约谈”或者“自查自纠”。若

确有其事，一套房收了百万

元“喝茶费”，罚款仅约为1/

10。

以深圳为例，此前住建

部门发布的通知表示，一旦

发现有变相强制服务并收

取费用的，按照《深圳市房

地产市场监管办法》相关规

定，按违法行为涉及商品房

数量每套处10万元罚款。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

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

为，“喝茶费”若隐若现，一

定程度反映了部分地区楼

市供需失调的市场情绪。

相关部门采取摇号、限

价等措施对楼市进行调控，

部分开发商有利益考虑，一

些有支付能力的购房者需

求强烈，种种因素催生了

“喝茶费”的生存空间。

专家建议，在严厉打击

“喝茶费”等违法行为之外，

要在供给侧方面采取措施，

加强供应、建立更为健康的

房地产市场。

为了缓解房价过高导

致的住房焦虑，增加住房供

应，深圳 2018 年提出系统

构建面向2035年的住房供

应与保障体系，将新增建设

筹集各类住房170万套，其

中政府限价的公共住房总

量不少于100万套。近年来，

深圳推出了多宗限价地块，

推进公共住房建设。

7.1万亿新增贷款投向了哪里？
文/新华社记者 吴 雨 张千千

“作妖”炒作还是供需失调，楼市“喝茶费”歪风何时止？
文/新华社记者 赵瑞希 孙 飞 王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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