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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信贷资金管理，防止流向过热行业(金言；2004年3月20日)

文章作者：金 言

  2003年，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的同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问题已成为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盲目扩张和

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严重。 

  一是部分行业投资过快，生产能力超过市场预期需求，如2003年钢铁行业、铝工业、水泥行业的投资增长分别为72.2％、56％、

133％，远远高于全社会固定投资26.7％的增长速度。二是长线产品比重大，企业结构不合理，规模效益低，如60％以上的钢产品是长线产

品，97％的炼钢企业是产量低于500万吨的小企业。三是粗放经营问题严重，能源和原材料供需矛盾突出。煤炭、电力、石油、运输和粮食

等均出现了较大的供需缺口，经济增长中多年不见的“瓶颈”制约再度显现，许多大宗消费的战略性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很高。四是各类

开发园区超速增长，大量耕地被占用，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据对24个省区市的初步调查，各种开发园区的类型达30多种，数量3500多

个，规划面积3.6万平方公里，大量的土地被圈占荒废。另外，在一些地区，以电子信息、软件开发、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为代表的“高新”

项目遍地开花，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14个城市的“十五规划”中排在前四位的支柱产业都是电子信息、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工

程，趋同率达70％。 

  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较强的及时有效的政策措施，加强了信贷资金管理。 

  一是针对贷款投放过快的情况，及时对商业银行进行“窗口指导”。2003年初开始，针对当时货币信贷快速增长而居民消费价格仍持续

在低水平运行这一现象，本着“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的原则，人民银行组织商业银行认真分析贷款多增的趋势，要求把握贷款进度。鉴于

货币信贷持续加快的形势，7月份以来，人民银行三次召开“窗口指导”会议，进行了必要的风险提示。要求金融机构注意防止资本充足率下

降，防范各类信贷及流动性风险，改进和健全内部考核制度，适度控制贷款总量。“窗口指导”作为辅助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对传导货币政策

意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是在积极调控信贷总量的同时，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2003年人民币贷款比年初增加2.8万亿元，但在货币政策有效调控的作用下，

金融机构新增贷款逐季减少，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月均增加2965亿元，第三季度月均增加2300亿元，第四季度月均增加979亿元，超常的贷款

增长基本得到有效控制。2003年新增人民币贷款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基建贷款增加6373亿元；其次，个人消费贷款增加5091

亿元；第三，票据贴现贷款增加3403亿元；第四，农业贷款增加1531亿元。以上四项贷款合计增加1.64万亿元，占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额

的60％。 

  此外，信贷政策也进行了重大调整。主要有：继续实施对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中小企业信贷支持政策；努力推进国家助学贷款政策

的落实；积极制定有助于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信贷支持政策；切实出资支持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人民银行以发放专项再贷款和专项中

央银行票据两种方式支持农村信用社化解历史包袱等。 

  三是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管理，进一步规范房地产信贷市场发展。自2002年以来，部分地区房地产信贷投放过快，隐含潜在风险，

为了防止因房地产业波动导致国民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维护金融稳定，人民银行在2003年6月5日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

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2003］121号），对房地产信贷进行了风险提示，对开发商贷款、建筑业流动资金贷款、个人多套住

房贷款等提出了比较原则性的审慎性调控措施，进一步规范房地产信贷市场发展，起到了要求商业银行防范风险的警示作用。 

  四是规范汽车消费信贷管理，发挥货币政策的“预调”和“微调”作用。在继续为汽车消费提供信贷支持的同时，为促进汽车贷款业务健康

发展，规范汽车贷款业务管理，防范汽车贷款风险，央行强调了汽车消费信贷管理政策，不允许汽车消费信贷零首付，商业银行也相应地列

出了负信用名单。最近，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草拟了《汽车贷款管理办法》，并向全社会征求意见。 

  五是深入调查过热行业的信贷增长情况，建立信贷风险预测体系。针对当前部分行业投资过热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已及时布置了过热行

业信贷增长情况的调研工作，要求九大区行对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汽车等行业的资金来源和接受贷款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并着手

建立信贷风险预警体制，加强各行业信贷增长的原因分析和风险防范措施的制定。 

  六是从信贷信用征信起步，加快建设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信贷征信体系的建立是加强信贷风险管理的基础。2003年央行内设机构调

整，新设征信管理局，旨在承担信贷征信业的管理，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国人民银行作为金融宏观调控部门，在信用文化建设方面发

挥了引导和规范作用，不仅加快对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建设工作，而且促使商业银行逐步建立完善的贷款审查和风险管理机制，促使客户作

为借款人要保证提供信息的真实可靠。 

  2004年，央行将继续运用货币信贷政策，搞好金融调控。在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科学性，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平稳增长的同

时，着力调整信贷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这包括：人民银行将按照国家行业和产业政策，加强“窗口指导”，要求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和市场准入条件以及未按规定程序审批的项目，不提供贷款，已发生贷款的要采取适当方式予以纠正；对钢铁、电解铝和水泥等过热行业建

设项目贷款要加强信贷审核；加强对城市建设贷款的风险管理；进一步加强对重点行业信贷运行的监测，逐步建立钢铁、汽车、电力、农

业、房地产等重点行业与基础产业的信贷风险预警体系，加强信息和政策引导；引导商业银行着力调整信贷结构，控制信贷资金流向盲目投

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行业；满足煤电油运行业和重要原材料企业、“三农”、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合

理资金需要；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扩大消费、增加就业方面的贷款支持，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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