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 的 位 置 ：首页 - 月度金融形势

 

货币信贷总量增速加快 信贷资产质量继续提高(2002年9月) 

文章作者：

    中国人民银行统计表明，今年前3季度，我国金融整体运行稳中趋好。主要特点为：货币供应量增长加快；金融机构贷款增加较多，结

构继续优化；企业存款继续回升，居民储蓄快速增长；基础货币增长平稳，外汇储备继续增加，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明显改善。 

  货币供应量增长加快。据初步统计，9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17.7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5％，比上年同期提高2.9个百分点,增

幅继续提高。狭义货币M1余额为6.7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9％,增幅比上年同期高1.7个百分点。 

  9月末,流通中现金M0的余额为1.62万亿元,同比增长7.8％,增幅比上年末高0.7个百分点。今年前3季度，现金累计投放545亿元，比上

年同期多投放133亿元。总的来看，当前货币供应量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应。 

  企业存款继续回升，居民储蓄快速增长。9月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含外资机构)余额为17.77万亿元，比年初增加2.3万亿元，

同比多增6810亿元。前9个月人民币存款累计增加22535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6898亿元。其中,企业存款月末余额为5.69万亿元，增长

15.9％,增幅比上年同期高1个百分点。今年前9个月企业存款累计增加6402亿元，同比多增加1701亿元。9月份企业存款增加2095亿元,比

去年同期多增1035亿元。造成当月企业存款大幅度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当月金融机构贷款增加较多，由此派生了大量的企业存款；二是

企业经营效益继续改善，可支配的资金增加。 

  9月末居民储蓄余额为8.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1％,增幅比上年同期高5.4个百分点, 比上年末高3.4个百分点，增长快速。前9个月

居民储蓄存款累计增加10461亿元,当年已经突破万亿元大关,比上年同期多增3512亿元。其中，定期储蓄存款增加6010亿元，比去年同期

多增2115亿元，活期储蓄增加4451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1397亿元。当年新增居民储蓄中定期存款占57.5％,占比比上年同高1.4个百分点,

居民储蓄继续维持较强的稳定性。 

  金融机构贷款增速加快，贷款结构继续优化。9月末，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含外资机构)余额为12.64万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增

长14.2％,增幅比上年末高2.6个百分点，增福是去年3月份以来最高的,增长很快。当月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加2878亿元，同比多增1601亿

元。今年前3季度累计贷款13533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4151亿元。 

  从机构分布看，今年前9个月国家银行贷款增加7498亿元，同比多增2627亿元,占今年贷款多增额的63.3％,彻底扭转了去年4月份以来

连续14个月贷款少增的状况；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增加3416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1115亿元,继续维持近几年贷款明显多增的势头；农村信

用社贷款增加2042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458亿元。 

  从贷款投向看，今年前3季度短期贷款累计增加6089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3070亿元。其中，工业贷款增加2170亿元，同比多增1783

亿元；农业贷款增加1416亿元，同比多增473亿元，农业贷款中的农户贷款增加1289亿元，同比多增370亿元；建筑业贷款增加710亿元，

同比多增510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5544亿元，同比多增1116亿元，其中基本建设贷款增加2197亿元，同比多增473亿元。消费贷款增加

2519亿元，同比多增390亿元。票据融资增加1663亿元，同比多增645亿元。贷款多增主要表现为工业贷款、农户贷款、基本建设贷款、个

人中长期消费贷款和票据融资的多增，贷款结构继续优化。 

  贷款质量明显提高。9月末，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一逾两呆）比年初减少490亿元；不良贷款率比年初下降3.3个百分点,金融机构

不良贷款继续保持余额和比例“双下降”的良好态势。 

  基础货币增长平稳，金融机构资金头寸充足。9月末，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余额为3.97万亿元，增长11.1％，增幅比上年同期高3.4个百

分点。9月末，金融机构超额储备率平均为4.93％，总体看，资金头寸充足。 

  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258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465亿美元。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8.2771元人民币，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稳定。 

  前九个月金融运行情况表明，人民银行执行稳健货币政策，促进商业银行加强贷款营销的工作继续取得显著成效。人民银行将继续执行

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改进金融服务，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调控货币供应量，督促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金融服务，加强贷款营

销，同时，要加强和完善信贷管理，防止重复建设，充分发挥金融杠杆的作用，保持金融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支持力度，促进国民经济持

续、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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