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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人民银行发布2023年上半年金融统
计数据报告。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5.73
万亿元，同比多增2.02万亿元；其中，6月人民币贷
款增加3.05万亿元，同比多增2296亿元。上半年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1.55万亿元，比上年同
期多4754亿元；其中，6月社融规模增量为4.22万
亿元，比上年同期少9859亿元。整体来看，上半年
受益于政策引导及经济持续复苏，新增信贷社融规
模走高。

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87.3万亿元，同比
增长11.3%。虽然M2同比增速自2月起下降，但依
然保持在较高水平，反映出货币政策为经济平稳健
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份全面超预期的数据：
中国6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42200亿人民币，预期
31000亿人民币；中国6月M2货币供应同比11.3%，
预期11.2%；中国6月新增人民币贷款30500亿人民
币，预期23185亿人民币。受此影响，富时A50期
货指数闻声拉涨。

受访专家指出，上半年新增信贷投放呈靠前
发力，企业端融资需求明显改善，有力支持了实体
经济。

在企业融资需求回升驱动下，贷款成为支撑社
融新增的主要贡献力量。由于当前经济复苏的可
持续性面临挑战，下半年还需要货币政策保持宽松
态势，三季度存降准可能。

上半年企业中长期贷款高增

数据显示，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5.73万亿
元，同比多增2.02万亿元。回顾上半年，新增信贷
投放呈现出“前置发力”特征，表现为一季度信贷投
放力度显著高于二季度。在信贷结构上，企业端的
融资需求较居民端更为旺盛。

分部门看，上半年住户贷款增加2.8万亿元，其
中，短期贷款增加1.33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46
万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2.81万亿元，其中，
短期贷款增加3.84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9.71万
亿元，票据融资减少8924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
贷款减少15亿元。

财信研究院副院长伍超明向记者指出，企业中
长期贷款的高增主要受益于上半年基建、制造业等
领域的融资需求提升，反映出在政策引导下，大量
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居民中长期贷款的疲弱，反映
出地产下滑态势下，居民购房需求走弱。

数据显示，6月人民币贷款增加3.05万亿元，同
比多增2296亿元。对此，光大证券固收首席分析
师张旭向记者指出，今年6月的信贷数据也会不可
避免地受到基数因素的影响。2022年6月新增人
民币贷款2.81万亿元，较前一年同期大幅多增了
0.69万亿元，今年6月在此基础上很难再度多增。

数据显示，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21.5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4754亿元。6月份，社
会融资规模增量为4.22万亿元，比上月多2.67万亿

元，比上年同期少9859亿元。
一方面，上半年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

增加15.6万亿元，同比多增1.99万亿元；委托贷款增
加743亿元，同比多增797亿元；信托贷款增加228
亿元，同比多增3980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
增加852亿元，同比多增2619亿元；

另一方面，上半年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
款折合人民币减少242亿元，同比多减700亿元；
企业债券净融资1.17万亿元，同比少7883亿元；
政府债券净融资3.38万亿元，同比少1.27万亿元；
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4596亿元，同比少432
亿元。

“在企业融资需求回升驱动下，贷款成为支
撑社融新增的主要贡献力量。”伍超明表示，企业
债与政府债的少增，与贷款的大幅增长有关，贷
款高增对债券形成替代效应；直接融资放缓则可
能与2022年的高基数有关。此外，表外融资有
所回暖。

下半年货币政策或保持宽松

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
11.3%，狭义货币(M1)同比增长3.1%，二者剪刀差较
上月扩大，位于历史高位，反映当前企业和居民的
信心尚未恢复，资金活化效率偏低。

自今年2月起，M2同比增速呈趋势性下降。
张旭表示，今年M2同比增速将呈现出前高后低的

走势，年底时M2同比增速较有可能回到与名义经
济增速基本匹配的水平。

目前，M2同比增速在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反
映出货币政策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撑，也离不开人民币存款的支撑。

数据显示，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20.1万亿
元，同比多增1.3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1.91
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4.96万亿元，财政性
存款减少125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
1.08万亿元。6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3.71万亿元，
同比少增1.12万亿元。

展望下半年，伍超明认为，受当前国内经济内
生动力不强、总需求偏弱的影响，经济复苏的可持
续性面临挑战，需要货币政策保持宽松的态势，预
计社融与信贷规模将保持平稳增长。

在他看来，下半年考虑到经济复苏进程持续推
进，基建领域的投资力度可能会加大，预计企业中
长期贷款增速稳健。在较为严峻的就业形势以及
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影响下，居民资产负债表有收缩
倾向，下半年居民贷款预计延续偏弱态势。

申万宏源证券高级宏观分析师屠强指出，去年
三季度银行间流动性十分充裕，意味着今年三季度
货币乘数同比面临高基数压力，若不降准，M2同比
增速年底或滑落至7%左右的较低水平，若三季度
降准 25个基点，年底 M2同比增速有望维持在
8%-9%的合理区间内。

来源：券商中国

6月金融数据全面发力社会融资大增

中国资产闻声拉涨，市场稳了

更正
2023年7月11日青岛财经日报A5版司法拍卖公告

中，“保证金：550000万元”应为“保证金：55万元”，特此
更正。

招标公告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和《物业管理招投标办法》相关

规定,青岛马克威恩产业园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对青岛马
克威恩开合智造产业基地项目前期物业管理服务进行公
开招标，本项目总建筑面积85952.30平方米；地上建筑面
积80819.89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5132.41平方米。邀请
各单位前来投标。

有意参加此次投标的单位，请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原
件及盖有公章的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于2023

年7月12日-2023年7月16日（上午10：00-12:00，下午
14:00-16：00）到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四流南路94-2领
取招标文件，报名费200元整。

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15366669515
招标单位：青岛马克威恩产业园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2023年7月12日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司法部、国家网信办
专题研究审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草案）》，
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将加快推动条例立法进程。
据悉，制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已列入国务
院立法工作计划，加快推动出台该条例是对于健
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构筑未成年人网
络安全屏障、切实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草案对加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促进、网络
信息内容规范、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网络保护、未
成年人网络沉迷防治等方面作出规定，还对有
关违法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草案聚焦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总结
近年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的实践经验，将
成熟做法上升为法规制度，健全网络综合治理
体系。

据统计，2021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达
1.91亿，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6.8%。互
联网在拓展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空间的同时，也
带来了一些问题，如未成年人安全合理使用网络
的意识和能力不强、网上违法和不良信息影响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被滥采滥
用、一些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等，亟待通过完善立
法，进一步强化国家、社会、学校、家庭等主体未
成年人网络保护责任，规范网络信息内容管理，
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回应人民群众关切，营
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环境。

近年来，各有关部门积极开展未成年人网
络保护工作，出台了《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
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在《未成年人保护法》
修订中创设“网络保护”专章。制定《未成年人
网络保护条例》已列入国务院2023年度立法工
作计划。

据介绍，司法部、国家网信办积极落实年度
立法工作计划，在起草和审查草案的过程中做
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多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广泛征求中央有关单位、部分地方政府和有关
企业、行业协会和专家的意见，凝聚社会共识；
反复研究论证，对草案进行了多次修改完善，从
立法层面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营造风清气
正的网络空间。

本报综合消息 “今年上半年，全国固体矿产、
油气矿产勘查投入同比增长17.2%、7.5%；全国新设
探矿权242个，同比增长25.4%，并陆续取得山东莱
州金矿、云南昭通磷矿等重大找矿突破。”7月11日，
自然资源部部长、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王广华在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已初步圈定找矿远景区124处

王广华表示，自然资源部立足推进重要能源、
矿产资源国内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按照夯实基
础工作、繁荣矿业市场、强化科技支撑的思路，精
心组织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主要开展
了三方面工作。

第一，强化重大基础工作。一是开展矿产资
源国情调查。对全国有查明资源储量的全部163
种矿产、4.5万余个矿区开展了调查，全面摸清了我
国各种矿产的数量、质量、结构、空间分布和开发
利用情况。二是加强矿产基础地质调查工作。划
定基础调查区、重点调查区，加大矿产资源调查工
作力度；划定重点勘查区、重要矿山深部，开展找
矿预测和矿体定位等工作，加大“攻深找盲”力
度。“十四五”以来，已初步圈定找矿远景区124处、
提交找矿靶区102个，为社会资金开展商业性勘查
提供指引。

第二，加强支持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政策供
给。一是完善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制度。将
征收方式由一次性征收，改为主要在矿山生产时
按销售收入逐年征收，既维护矿产资源国家所有
者权益，又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二是完善矿产

资源勘查开采登记管理。鼓励实施矿产资源综合
勘查。放活探矿权二级市场，放开招标拍卖挂牌
取得的探矿权转让年限限制，允许探矿权流转。
精简矿业权登记申请要件和审批环节，提高审批
效率。三是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允许夹缝资
源、深部资源等以协议方式向同一主体出让矿业
权；调整探矿权延续扣减面积比例、细化油气探采
合一制度、延长探矿权保留期限、完善矿业权竞争
出让等等，促进矿产资源勘探开发。

第三，加强科技支撑。创新示范了一批新技
术、新方法。推动实施相关重大科技项目，推进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实施。在自然资源科学技术
奖评选中专门设立“地质找矿奖”，激励地勘队伍
找矿积极性。

我国将加快实景三维中国建设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刘国洪在发布会上表示，
当前，全球数字化发展日益加速，自然资源部正在
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部署，要
求推进实景三维中国建设，加快北斗规模化应用。

自然资源部重点从四个方面来推动落实。一
是为数字中国建设打造统一的时空基底。构建基
于北斗的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加
快实景三维中国和时空大数据平台建设，实现数
字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互联互通。二是为高质量发
展提供丰富的数据要素保障。更好支撑自然资源
管理，赋能政府管理决策，助力数字经济发展，满
足百姓美好生活需要。三是为地理信息产业发展
营造优良环境。建立健全测绘地理信息数据基础

制度，加强数据供给，支持数据规范流通，促进新
业态健康发展。四是为构建新安全格局守住测绘
地理信息数据安全底线。创新数据安全技术，提
升行业监管服务水平。

关于如何更好运用测绘地理信息成果，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重点是两个方面：

一方面，支撑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以实景
三维中国数据为基础底板，以实时卫星遥感数据
作为支撑，建立起地理实体与自然资源实体、不动
产实体等要素之间的时空关联，实现自然资源调
查监测、确权登记和开发利用、国土空间规划和用
途管制、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自然资源督察执法
等工作全领域覆盖、全链条贯通、全过程监管，服
务支撑美丽中国建设。比如，自然资源部作为牵
头主用户的国产在轨卫星目前有25颗，可以对全
部陆地国土，实现2米分辨率影像季度全覆盖，亚
米分辨率影像年度全覆盖，可以准确及时掌握我
国陆地表面空间变化，更好支撑自然资源和国土
空间保护利用的动态监管。

另一方面，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
进测绘地理信息数据和其他生产要素的耦合
协同，实现各类生产要素在时空上快捷、精准、
智能匹配，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绿色低碳
转型发展。比如，测绘地理信息作为地理空间
基底和数据融合平台，面向各行各业、服务千
家万户，可以为政府管理、防灾减灾、共享经
济、智慧出行、物流快递等数字化应用场景提
供优质的服务保障。可以说，日常的收发快
件、打车出行等都离不开测绘地理信息大数据
的支撑和保障。

下一步，将面向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全
面推进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为数
字中国建设、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有力的支
撑保障。

自然资源部:上半年全国新设探矿权242个
取得山东莱州金矿等重大找矿突破

我国拟出台行政法规
防治未成年人网络沉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