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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贷维持多增，带动经济回升 

——6 月金融数据点评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7 月 10 日，央行公布 6 月金融统计数据：6 月新增社融 3.43 万亿元，同比
多增 8099 亿元；M2 稳定在 11.1%；人民币贷款增加 1.81 万亿元，同比多
增 1474 亿元。 

 社融继续同比多增。6 月新增社融 3.43 万亿元，同比多增 8099 亿元。主要
贡献来自：人民币贷款增加 1.9 万亿元同比多增约 2300 亿元，未贴现银行
承兑汇票同比多增近 3500 亿元，企业债券同比多增近 1900 亿元，此外，政
府债券同比多增约 533 亿元。 

 居民、企业中长贷双双多增。6 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1.81 万亿元，同比多增
1474 亿元。居民部门信贷改善，同比多增约 2200 亿元，其中居民中长贷同
比多增 1500 亿元，支撑 6 月地产销量增速回升，短贷同比多增 700 多亿元，
支持消费继续修复。企业贷款增加约 9300 亿元，与去年同期大体持平，宽
信用政策促进下，企业中长贷同比多增约 3600 亿元，而票据融资同比多减
3000 亿元，或与打击资金空转套利有关。 

 货币增速平稳，但仍趋上行。6 月财政存款减少 6102 亿元，同比多减约 1100

亿元，居民存款同比多增 1.04 万亿元，企业部门存款同比少增 1183 亿元。
6 月货币增速平稳，M1 同比从 6.8%略降至 6.5%、M2 同比稳定在 11.1%，
随着企业部门经济活动复苏、财政加快投放，预计下半年货币增速仍趋上行。 

 社融增速续升，经济回升在望。6 月社融存量增速续升至 12.8%，创 18 年 5

月以来新高，疫情后货币信贷高增，带动经济指标边际改善，预计二季度
GDP 实际增速有望回到 3%左右。而随着后续财政资金到位和投放、居民购
房和消费恢复、前期高增的融资对经济的传导也将进一步显现，带动下半年
经济明显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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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0 日，央行公布 6 月金融统计数据：6 月新增社融 3.43 万亿元，同比多增

8099 亿元；M2 稳定在 11.1%；人民币贷款增加 1.81 万亿元，同比多增 1474 亿元。 

 

1. 社融继续同比多增 

6月新增社融 3.43万亿元，同比多增 8099亿元。主要贡献来自：人民币贷款增加

1.9 万亿元，同比多增约 2300 亿元，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同比多增近 3500 亿元，企业

债券同比多增近 1900 亿元，此外，政府债券同比多增约 533 亿元。 

图1 社会融资规模及同比多增（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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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2 社会融资主要分项同比多增（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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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2. 居民、企业中长贷双双多增 

6 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1.81 万亿元，同比多增 1474 亿元。 

居民部门信贷改善，6 月新增信贷 9815 亿元，同比多增约 2200 亿元，尤其是中

长贷大幅多增。6 月居民中长贷 6349 亿元，同比多增 1500 亿元，6 月居民中长贷创下

近年同期新高，而 1-6 月居民中长贷总额也略高于去年同期，反映房地产需求恢复，支

撑 6 月地产销量增速回升。6 月居民短贷增加约 3400 亿元，同比多增 700 多亿元，支

持消费继续修复。 

图3 历年各月居民中长贷增长（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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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4 居民短贷和中长贷同比多增（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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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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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贷款增加约 9300 亿元，同比小幅多增 173 亿元，但中长贷大幅多增。宽信用

政策促进下，6 月企业中长贷增加 7348 亿元，同比多增约 3600 亿元，而票据融资同比

多减 3000 亿元，或与打击资金空转套利有关。 

图5 历年各月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长（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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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6 企业贷款分项同比多增（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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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3. 货币增速平稳，但仍趋上行 

6 月财政存款减少 6102 亿元，同比多减约 1100 亿元，居民存款同比多增 1.04 万

亿元，企业部门存款同比少增 1183 亿元。6 月货币增速平稳，M1 同比从 6.8%略降至

6.5%、M2同比稳定在 11.1%，随着企业部门经济活动复苏、财政加快投放，预计下半

年货币增速仍趋上行。 

图7 历年各月新增财政存款（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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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8 M2 和 M1 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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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4. 社融增速续升，经济回升在望 

6 月社融存量增速续升至 12.8%，创 18 年 5 月以来新高。疫情后货币信贷高增，

带动经济指标边际改善，预计二季度 GDP 实际增速有望回到 3%左右。而随着后续财

政资金到位和投放、居民购房和消费恢复、前期高增的融资对经济的传导也将进一步

显现，带动下半年经济明显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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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中国社融存量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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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0 GDP 实际增速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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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20 年 6 月之后为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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