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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中长期信贷高增有哪些因素   
2022 年 12 月金融数据点评   
事件 

    1 月 10 日，央行发布 2022 年 12 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12 月新增人

民币贷款 1.4 万亿元，同比多增 2700 亿元，前值 1.21 万亿元；社会融资

规模增量 1.31 万亿元，同比少增 1.05 万亿元，前值 1.99 万亿元；M2 同

比 11.8%，前值 12.4%。 

核心观点 

信贷增量高于往年同期，延续四季度以来的结构变化。总量上看，

12 月新增信贷高于近年同期，5 年来首次在 12 月实现新增信贷总量环比

正增长。结构上看，12 月新增信贷延续四季度以来的变化，继续呈现“居

民弱企业强”的特征。 

地产销售“削峰”，居民中长贷疲软。居民加杠杆意愿依旧较弱，

地产销售尚未见明确好转，年底地产销售“削峰”，房贷需求较低，居民

中长贷缺乏增量动力。四季度以来居民中长贷增量缺失特征明显，居民

部门对信贷增量的贡献大幅降低。 

中长期融资需求持续释放，新增企业中长贷超万亿。企业中长贷高

增是 12月新增信贷罕见地环比增加的主因。政策层面宽信用发力明确，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力度投放，地产融资端限制放松，企业端积累

的中长期融资需求持续释放，中长期信贷动力不减。12月新增企业中长

贷破万亿的另一大支撑来自于债券融资需求的转向，债市调整背景下企

业债发行利率走高，发债融资性价比降低，部分债券融资需求转向贷款。

社融增速回落，政府债企业债延续双低。政府债方面，专项债发行

节奏错位下 12 月融资额少增。跨年后，在财政部前期对专项债额度提前

下达、尽早达成实物工作量的要求下，预计一季度政府债融资增量动力

较足，开年信贷开门红可期。企业债方面，债市调整与理财赎回形成循

环，取消发行潮仍在持续，导致 12 月企业债同比大幅少增。在宽信用支

持下企业融资需求转向贷款，支撑了人民币贷款的多增。 

M2 增速边际回落，M2-M1 增速差扩大，居民存款延续高增，居民

资金继续向存款转移。从结构上看，居民存款高增被企业存款减少所抵

消。近期城市疫情快速发展下居民消费依然承压，地产销售的低迷也体

现了居民投资倾向的弱化。本轮理财赎回潮导致居民资金继续向存款转

移，带动居民存款继续高增。 

债市策略：12 月金融数据总量较好，尽管四季度以来的信贷结构性

问题依然存在，但市场对此已有充分预期。企业信贷进一步高增释放了

基本面预期转好的信号，后续债市基本面预期或有所上修，前期公布的

12 月 PMI 显示城市疫情高峰的到来或早于预期，12 月通胀和经济数据

将成为 12 月能否成为经济底的重要判断根据。跨年后长端利率在基本面

修复预期上修和资金到期压力之下有所上行，预计 1 月服务业率先启动

修复，带动基本面开始转向，短期内长债收益率存在上行压力。 

风险提示 

货币政策变化超预期；外部环境变化超预期；疫情演变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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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件 

1 月 10 日，央行发布 2022 年 12 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12 月新增人民

币贷款 1.4 万亿元，同比多增 2700 亿元，前值 1.21 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

增量 1.31 万亿元，同比少增 1.05 万亿元，前值 1.99 万亿元；M2 同比 11.8%，

前值 12.4%。 

2.信贷增量环比增加，企业中长贷破万亿 

信贷增量高于往年同期，延续四季度以来的结构变化。12 月新增人民

币贷款 1.4 万亿元，同比多增 2700 亿元。总量上看，12 月新增信贷高于近

年同期，5 年来首次在 12 月实现新增信贷总量环比正增长。结构上看，12

月新增信贷延续四季度以来的变化，继续呈现“居民弱企业强”的特征。 

图表1. 12 月新增信贷高于往年同期(亿元)  图表2. 12 月信贷“居民弱企业强”特征明显(亿元) 

 

 

 
资料来源：Wind，东亚前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亚前海证券研究所 

地产销售“削峰”，居民中长贷疲软。12 月新增居民中长贷 1865 亿元，

同比少增 1693 亿元。居民加杠杆意愿依旧较弱，地产销售尚未见明确好转，

年底地产销售“削峰”，房贷需求较低，居民中长贷缺乏增量动力。四季度

以来居民中长贷增量缺失特征明显，居民部门对信贷增量的贡献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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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 30 大中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年底高峰缺位(万平方米) 

 
资料来源：Wind，东亚前海证券研究所 

中长期融资需求持续释放，新增企业中长贷超万亿。12 月新增企业中

长贷 1.21 万亿元，同比多增 8717 亿元，企业中长贷高增是 12 月新增信贷

罕见地环比增加的主因。政策层面宽信用发力明确，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加大力度投放，地产融资端限制放松，企业端积累的中长期融资需求持续

释放，中长期信贷动力不减。12 月新增企业中长贷破万亿的另一大支撑来

自于债券融资需求的转向，债市调整背景下企业债发行利率走高，发债融

资性价比降低，部分债券融资需求转向贷款。 

3.社融增速回落，企业债取消发行潮仍在持续 

政府债和企业债增量均低于 2021 年同期，拖累社融增速回落。12 月社

融增量 1.31 万亿元，同比少增 1.05 万亿元；社融存量增速 9.6%，较前月低

0.4 个百分点，较 2021 年同期低 0.7 个百分点，为有统计以来首次跌入 10%

以下区间。分项来看，政府债融资同比少增 8893 亿元，企业债融资同比少

增 4876 亿元，表外融资合计少减 497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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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 12 月社融增速回落至 10%以下  图表5. 政府债和企业债融资双低拖累社融(亿元) 

 

 

 
资料来源：Wind，东亚前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亚前海证券研究所 

政府债方面，专项债发行节奏错位下 12 月融资额少增。2022 年专项债

发行前置，发行节奏错位导致下半年政府债增量显著低于上年同期，12 月

政府债融资增量仅高于 2 月，为年内第二低点。跨年后，在财政部前期对

专项债额度提前下达、尽早达成实物工作量的要求下，预计一季度政府债

融资增量动力较足，开年信贷开门红可期。 

企业债方面，债市调整与理财赎回形成循环，取消发行潮仍在持续。

随着防疫优化逐步推进，债市快速调整，债市调整与理财赎回形成循环，

收益率上行带动发行利率走高，企业债取消发行潮延续，导致 12 月企业债

同比大幅少增。在宽信用支持下企业融资需求转向贷款，支撑了 12 月新增

人民币贷款和 12 月新增企业中长贷的高增。 

图表6. 发行节奏错位，年底政府债缺乏增量空间  图表7. 发行利率中枢上移，债券融资需求转向贷款 

 

 

 
资料来源：Wind，东亚前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亚前海证券研究所 

 

4.M2 增速边际回落，居民资金继续向存款转移 

M2 增速边际回落，M2-M1 增速差扩大。12 月 M2 同比增长 11.8%，

较前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M1 同比增长 3.7%，较前月下降 0.9 个百分点。

M2-M1 增速差继续扩大创全年最高。三季度以来 M1 回落 M2 高位震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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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化背后是信贷方面企业强居民弱与理财赎回潮背景下居民资金向存

款转移，居民定期存款增加的结果。 

居民存款延续高增，理财赎回潮下居民资金继续向存款转移。12 月新

增人民币存款 7242 万亿元，同比少增 4358 亿元。从结构上看，居民存款

高增被企业存款减少所抵消。近期城市疫情快速发展下居民消费依然承压，

地产销售的低迷也体现了居民投资倾向的弱化。本轮理财赎回潮导致居民

资金继续向存款转移，带动居民存款继续高增。 

图表8. M2 增速边际回落，M2-M1 增速差扩大  图表9. 居民存款延续高增(亿元) 

 

 

 
资料来源：Wind，东亚前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亚前海证券研究所 

5.债市策略 

12 月信贷增量高于往年同期，罕见地出现了 12 月信贷增量环比增加的

现象。社融增速进一步回落至 10%以下，地产销售“削峰”，居民端信贷疲

软，理财赎回导致居民资金持续向存款转移，资金活跃性降低。虽然居民

端信贷依然处于弱势，但对经济景气度更具前瞻性的企业信贷延续高增，

尤其是企业中长期信贷带动 12 月信贷总量表现亮眼。地产融资限制逐步放

开后，企业积累的融资需求得到释放，预计 2023 年一季度企业部门将带动

信贷“开门红”。而对于 2023 年专项债额度提前下达、尽早达成实物工作

量的要求也预示一季度政府债融资值得期待，年初信贷、社融表现或较为

乐观。 

12 月金融数据总量较好，尽管四季度以来的信贷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

但市场对此已有充分预期，企业信贷进一步高增释放了基本面预期转好的

信号，后续债市基本面预期或有所上修，前期公布的 12 月 PMI 显示城市疫

情高峰的到来或早于预期，跨年后长端利率在基本面修复预期上修和资金

到期压力之下有所上行，预计 1 月服务业率先启动修复，带动基本面开始

转向，后续需观察 PMI 何时重回荣枯线之上。 

6.风险提示 

货币政策变化超预期；外部环境变化超预期；疫情演变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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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已于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根据上述规定，东亚前海证券评定此研报的风险等级为 R3（中风险），因此通过公共平台推

送的研报其适用的投资者类别仅限定为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力为 C3、C4、C5 的普通投资者。若您并非专业

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力为 C3、C4、C5 的普通投资者，请取消阅读，请勿收藏、接收或使用本研报中的任何信息。 

因此受限于访问权限的设置，若给您造成不便，烦请见谅！感谢您给予的理解与配合。 

分析师声明 

负责准备本报告以及撰写本报告的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在此保证，本研究报告中关于任何发行商或证

券所发表的观点均如实反映分析人员的个人观点。负责准备本报告的分析师获取报酬的评判因素包括研究的质量

和准确性、客户的反馈、竞争性因素以及东亚前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整体收益。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保

证他们报酬的任何一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具体的推荐意见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分析师介绍 

郑倩怡，东亚前海证券研究所轻工组组长。华威大学金融数学硕士。2019 年加入东亚前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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