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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研究 
 
 

需求端信贷偏弱，有必要适时降息 
  
 
 核心观点 

3 月通胀及金融数据公布，新增信贷总量及结构维持较好水平，

居民贷款边际改善幅度大。 CPI同比超预期放缓，反映信贷扩张处于

初期阶段，传导至实体经济尚需时日。3 月社融同比增长 10%，连续

两个月上行，但仍不能确认社融增长的趋势性拐点。实体经济反馈仍

不明显。一季度以来的信贷高增受到供给端的影响可能更大，整体需

求端仍然偏弱。二季度本身由于低基数，各项经济数据表观读数均有

望看到大幅反弹，但是从宽信用向实体经济的转化、消费能力的支撑

来看，未来能否实现持续好转，二季度应是全年稳增长的重要窗口期。

2022年以来居民收入增长与贷款利率持续倒挂，对居民实际消费能力

形成了明显挤压，贷款利率有待下调，通过下调存款利率浮动上限，

推动 LPR下调即是一种方式。我们继续看好基建、房地产相关产业链

投资，同时看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相结合（主要是工业母机方向）、平

台经济、新能源（主要是氢能领域）、军工领域的投资机会。 

 

 风险提示： 

房地产市场超预期下行，政策落地执行扭曲，地缘政治冲突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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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通胀及金融数据公布，基本验证了报告《表观数据回暖，政策还需趁热

打铁》的观点，整体来看信贷扩张处于初期阶段，传导至实体经济尚需时日。二

季度有低基数助力，是政策趁热打铁的窗口期。具体如下： 

3 月新增信贷总量及结构维持较好水平，居民贷款边际改善幅度大。3 月新

增信贷 3.89万亿，续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多增 7600亿，增幅维持高位。企业

中长贷新增 2 万亿，维持历史同期最高投放量，同比多增 7252 亿。一季度基建

投资维持高增，并且工业生产持续扩张，基建以及制造业领域的融资需求保持活

跃。但是房企融资仍然低迷，根据克尔瑞统计，2023年 3月 80家典型房企的融

资总量为 608.93亿元，环比增加 43.4%，同比减少 31.3%。其中，房企境内债权

融资 525.91亿元，环比增加 36.1%，同比减少 13.5%。虽然当前优质房企及白名

单房企融资开闸，但行业面融资仍未有全面回暖，融资规模虽然环比回升但长期

来看仍处于较低水平。这与土地市场的点状回暖是一致的。 

——3 月新增居民中长贷 6348 亿元，创下历史同期最高，为 2021 年 11 月

以来首次，同比多增 2613亿元。3月作为信贷投放大月，居民中长贷增长仍然创

历史新高，反映数据含金量高。一季度百强房企实现销售操盘金额累计同比转正，

增长 3.1%，是推动居民中长贷高增的动力所在。但是进入 4月，这种动能转冷，

根据克尔瑞新房周报，4月第一周，各能级城市新房成交指数显著回落。具体来

说，一线 4 城成交均回落，上海、广州环比腰斩；二线 10 个重点监测城市成交

表现均不及上周，青岛、长沙等半数城市环比降幅超过 50%；三四线成交指数环

比下降 96.10 点至 87.69。因此，居民中长贷能否延续 3 月改善幅度有待观察。 

——3月新增居民短贷 6094 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多增 2246亿。从汽车

销售情况来看，3月消费整体复苏节奏仍然温和，居民短贷的增长可能与银行增

加消费贷供给有关。2月 15日，求是网发布《习近平：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重大

问题》，提到要合理增加消费信贷，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教育

医疗文化体育服务等消费。消费贷的供给端有望保持较大支持力度。 

3 月 CPI同比超预期放缓，也反映信贷扩张处于初期阶段，传导至实体经济

尚需时日。 CPI同比 0.7%，低于预期及前值。核心 CPI 同比反弹至 0.7%，食品

CPI 同比略降至 2.4%，能源 CPI 同比转负至-6.4%，油价去年的高基数是 3 月通

胀最大拖累，核心 CPI 同比小幅反弹反映经济整体温和复苏。从新涨价因素看，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3 

CPI 环比-0.3%，处于历史同期偏低水平，核心 CPI环比为 0，在 2月弱于季节性

后 3 月来到季节性上沿，指向经济复苏；而食品 CPI 环比-1.4%，在 2 月超季节

性下跌后降幅收敛，基本符合季节性，反映经济复苏的程度较弱。 

地方政府将维持靠前发力。3月社融 5.38万亿，同比多增 7235亿元。除信

贷高增外，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回到 1790 亿元较高水平，同时表内票据融资净

减少 4687 亿元，压缩表内票据为其他信贷品种腾挪额度，带动了表外未贴现票

据的高增。另外，3月政府债券融资额 6022亿，略低于去年同期。3月新增地方

政府专项债发行 4128亿元，虽然略低于去年同期，但维持了较快进度。在“巩固

拓展向好势头，推动经济运行持续整体好转”的政策导向下，预计上半年有望保持

较快发行，地方政府维持靠前发力。 

企业活跃度仍有待提升，居民超额储蓄意愿明显下降。存款方面，3月新增

存款 5.71万亿，M2同比略降至 12.7%，M1同比降至 5.1%，M1与 M2剪刀差扩大

至 7.6%，反映虽然信贷投放量较大，但资金活化程度尚未明显改观，企业活跃度

提升仍在初期阶段。值得关注的是，3月居民存款新增 2.9万亿，同比多增 2051

亿元，增幅为 2022 年以来最低，反映居民储蓄意愿下降。央行城镇储户问卷调

查显示，一季度居民储蓄意愿下降，消费、投资意愿上升。居民储蓄意愿逐步回

归常态，是经济复苏过程的应有结果，但是未来储蓄能力能否及时提升，匹配储

蓄意愿，才是消费向常态靠拢的关键因素。如果居民收入不能获得有效提振，当

前储蓄意愿的下降只会以透支未来的消费能力为代价。因此，我们继续强调投资

率先发力——居民收入加速——居民消费恢复的稳增长政策传导链条。 

二季度恰是政策趁热打铁的窗口期。3 月社融同比增长 10%，连续两个月上

行，但仍不能确认社融增长的趋势性拐点。实体经济反馈仍不明显，一方面是一

季度企业中长贷合计投放规模达到 6.68 万亿元，为历史最高，主要投向应为基

建、制造业等领域，但是工业板块开工率整体水平处于低位爬升状态，并未达到

高位。从 PPI观察，工业品领域亦有通缩压力。3月 PPI同比-2.5%，降幅继续扩

大，PPI环比连续两个月 0增长，二季度因原油高基数，以及宽信用向总需求扩

张的传导仍在转化期，PPI压力可能持续存在。另一方面，居民贷款近两个月刚

刚出现改善，居民中长贷增长的不确定性仍然较大，消费贷则受益于供给端推动。

因此，一季度以来的信贷高增受到供给端的影响可能更大，整体需求端仍然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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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本身由于低基数，各项经济数据表观读数均有望看到大幅反弹，但是从宽

信用向实体经济的转化、消费能力的支撑来看，未来能否实现持续好转，二季度

应是全年稳增长的重要窗口期。2022年以来居民收入增长与贷款利率持续倒挂，

对居民实际消费能力形成了明显挤压，贷款利率有待下调，通过下调存款利率浮

动上限，推动 LPR下调即是一种方式。我们继续看好基建、房地产相关产业链投

资，同时看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相结合（主要是工业母机方向）、平台经济、新

能源（主要是氢能领域）、军工领域的投资机会。 

 

图表1：工业领域通缩压力仍在 图表2：居民收入与贷款利率倒挂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 

房地产市场超预期下行，政策落地执行扭曲，地缘政治冲突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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