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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刚刚公布的1月份金融数据显示，信
贷实现“开门红”。报告显示，1月末，广义货
币（M2）余额273.81万亿元，同比增长12.6%，
高于市场预期值和前值。1月份人民币贷款
增加4.9万亿元，同比多增9227亿元，创下单
月信贷历史新高。1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同比增长9.4%，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比上年同
期少1959亿元，但仍为近十年以来第二高点。

整体上看，信贷数据和社融数据都保持
了较好的增长态势。其背后反映的是，开年
以来，国内各地自上而下拼经济的大氛围下，
银行业主动作为、精准发力，为各地拼经济提
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在实体经济源源不
断得到金融活水浇灌的同时，市场信心亦逐
步提升。

一季度一般被认为是全年经济的风向
标。今年1月初，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
合召开主要银行信贷工作座谈会，明确要求
各主要银行要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适度
靠前发力，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精准有力支
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领域、薄弱环节。

近年来，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
节的信贷支持力度持续加大，中国人民银行
创设了科技创新、交通物流、设备更新改造等
专项再贷款支持工具，积极支持制造业和服
务业有效需求，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支持基
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物工作
量。在信贷的大力支持下，稳经济各项举措
加快落实，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

笔者认为，全国多地新春“第一会”释放出
的“开年就是开工、开工就要实干”的信号，旨在
强调政策要靠前发力，推动形成更多实物工作
量，确保和力争今年首季度经济的“开门稳”。

透过1月份的金融数据可以看出，企业中
长期贷款开始增多。这表明企业贷款意愿在
上升，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在回暖。数据显示，
1月份新增人民币信贷4.9万亿元，同比多增
9227亿元。其中有4.68万亿元来自企业部
门，1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4.68万亿元，同比
多增1.32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新增3.5
万亿元，同比多增1.4万亿元；短期贷款新增
1.51万亿元，同比多增5000亿元。

此外，数据显示，1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
指数(PMI)为50.1%，重返扩张区间，供需两端

同步改善，企业信心明显增强，制造业景气水
平亦明显回升。

企业中长期贷款的增加，说明助企纾困、
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持续显效，金
融机构加大对基础设施、重大项目等领域支
持，推动企业中长期贷款稳步增长，也为经济
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值得警惕的是，与企业贷款增加相比，1
月份住户贷款增加2572亿元，同比少增5858
亿元。从存款来看，1月份居民存款新增6.2
万亿元，同比多增7900亿元，这反映居民投资
和消费意愿不足。因此，提升居民投资和消
费预期，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通过激
励政策提升居民的投资和消费意愿，增强经
济内生动能。

信贷的“开门红”，社融规模的超预期，都
为经济内生融资需求的回升开了一个好头。
随着消费需求的持续恢复，金融对经济增长的
支持动力强势充沛，企业内生动力持续释放，
中国经济逐渐重启并加速复苏，完全可期。

1月份信贷实现“开门红”
“拼经济”意志已传递给银行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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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邢 萌 田 鹏

随着全面注册制改革启动，资本市场直
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功能将充分发挥其风
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的独特作用，促进资本
和产业紧密融合的同时，也为中国经济企稳
回升增添着积极的正能量。

从股权融资方面来看，东方财富Choice
数据显示，以发行日为基准，截至2月12日，开
年以来A股市场共有19家新股累计发行募资
216.45亿元，上市公司再融资（含增发、配股、
可转债）规模达1516.66亿元，二者合计达
1733.11亿元。

联储证券投资银行部业务总监王林峰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全面注册
制改革启动后，资本市场的包容性及市场化
程度大幅提高，更有利于促进直接融资比重
进一步提升，资本市场也会更切实地赋能实
体经济发展。新年以来A股市场在短时间
内，保持着较高的融资规模，可喜可贺。

资本加速向科创领域集聚
北交所企业募资活跃

结合往年数据发现，资本正加速向科技创
新领域汇聚，创业板和科创板依然是企业首发

募资的主阵地。北交所募资作用日渐凸显。
数据显示，融资规模方面，截至2月12日，

年内创业板和科创板合计募资148.94亿元，

占比近七成，达68.81%。具体来看，5家创业
板企业募资规模105.97亿元，4家科创板企业
募资规模42.97亿元。对比往年数据，2021年

至2022年，创业板和科创板同期募资金额占
A股市场总规模的比重分别为 62.24%和
51.89%。 （下转B3版）

新年以来A股股权融资超1700亿元
科创板和创业板仍是企业IPO募资主阵地

本报记者 吴晓璐

“要全面深化债市功能发挥，突出服务稳
增长和实体经济发展，助力提高直接融资比
重。”证监会近日召开的2023年债券监管工作
会议提出。

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2月12日，今年以
来交易所发行487只债券，合计募资3078.8亿
元（含可转债）。接受采访的专家表示，预计
今年交易所债市将聚焦服务科技创新、绿色
发展等国家战略，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
融资规模将持续提升。另外，引入做市商制
度后，交易所债市交易活跃度有望上升，债券
市场运行也将更为平稳。

市场运行更加平稳

2月6日，交易所债券做市业务正式启动，
首批共有12家证券公司参与做市，首批做市
标的包括利率债券和高等级信用债基准做市
品种。从做市首周情况来看，市场运行平稳，
交易活跃度明显提升。

Wind数据显示，做市交易首周（2月6日
至2月10日），上证基准做市国债指数和上证

基 准 做 市 公 司 债 指 数 日 均 涨 幅 分 别 为
0.009%和0.027%。以上述2条指数的样本券
来看，10只国债成交合计94.3亿元，环比（较
前一周）提升105.05%；29只公司债成交合计
29.17亿元，环比提升132.13%。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债券做市业务提高了债券交易
效率，同时做市商通过债券存货和自有资金
也增强了市场流动性和稳定性。不过，目前
我国交易所债券做市业务刚起步，还面临做
市品种不够丰富、做市商盈利模式不够稳定
等问题，随着制度进一步完善、市场不断扩
展，效果将更加明显。

展望未来，明明认为，2023年引入做市商
制度后，交易所债市交易活跃度有望上升，债
券市场运行也将更为平稳。推出做市商制度
后，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将增强，一方面有利于
降低流动性溢价和债券发行成本，一方面有
利于提高定价效率，形成能够更加准确反映
市场供求关系的债券收益率曲线。此外，在
债市疲软时，做市商可以通过开展随买操作
来提振市场信心，在债市过热时，做市商也可
以通过随卖操作助市场降温。

“近期，交易所债券做市业务正式启动，

未来交易所债市流动性将进一步提高，市场
将更加稳定高效。”财达证券副总经理胡恒松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融资规模有望提升

2月10日，证监会召开2023年债券监管工
作会议，研究部署今年债券监管重点任务，提
出六个“全面深化”。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去年
交易所债市融资规模有所下降。业界人士普
遍认为，今年交易所债市融资规模有望提升，
监管部门将在债市规范化运作、大力发展公募
REITs以及支持国家战略等方面持续发力。

“债市是提升直接融资比重的重要一环，
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但与助
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战略目标相比，特别是
与广大企业的实际融资需求相比，还有较大的
发展空间。”胡恒松表示，预计今年会继续合理
做大债券市场规模，切实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
力。交易所债市注册制改革将进一步深化，今
年将在制度整合修订与发布、规范化运作等方
面重点发力，致力于提升市场韧性与活力。

与此同时，监管部门将继续加大对重点
领域的支持。在明明看来，今年交易所债市

将聚焦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重点
领域，更好发挥直接融资功能，着力服务实体
经济，融资规模将继续扩大。此外，监管部门
将丰富完善债券市场产品体系，大力发展包
括REITs在内的各类券种。

据记者梳理，从特定品种债券来看，年内
交易所发行的债券中，绿色债券19只，合计募
资150.76亿元；科技创新公司债4只，合计募资
17.38亿元；乡村振兴债5只，合计募资17亿元。

“预计今年交易所债市会继续加大对经
济结构转型升级、国企改革、扩大内需等方面
的支持力度，重点支持制造强国、科技创新和
绿色发展等国家战略，同时也会通过REITs、
类REITs等进一步盘活存量，提升经济发展
效能。”某券商固收创新部总经理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

在审核方面，胡恒松预计，在严控新增地
方隐性债务的政策大背景下，今年交易所债
市将延续去年对城投公司发债的审核要求，
重点关注地方政府债务率和城投公司的偿债
能力，优质发行人审核发行流程预计将更加
便捷。此外，监管部门还将继续鼓励产业企
业发行债券，鼓励优质房企进行债券融资，风
险类房企债券融资预计将进一步受限。

年内交易所债市募资超3000亿元 做市交易首周市场活跃度提升

本报记者 包兴安

今年以来，各地发力扩大投资。据《证券日
报》记者梳理，截至2月12日，多地发布了2023年
重大项目投资清单，总投资额合计达21.5万亿
元。从投资项目清单来看，新老基建投资共同
发力，涵盖基础设施、人工智能、信息智能、新材
料等领域。

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张依群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2023年扩大投
资仍是稳经济稳增长的重头戏。今年以来，更
多投资聚焦城乡融合、绿色环保、基本民生等生
活服务领域和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等人工智
能领域以及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领域，力求以
政府的投资创新带动更多市场化、社会化投资
跟进，通过加大技术性、全领域扩大投资，持续
推进产业转型和增强经济发展动能。

截至2月12日，包括上海、天津、河北、江苏、
四川、山东、广东、福建、宁夏等省份发布了2023
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清单，项目合计7652个，总
投资额合计21.5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额合计
33570.67亿元。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产
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向清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多地发布重大项目投资清单而且投资额
巨大，说明地方政府把重大项目作为经济发展
的“动力源”和“稳定器”，通过清单发布推进重
大项目开工建设，冲刺投资“开门红”，为推动全
年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形成坚实支撑。

例如，上海市2023年重大工程安排正式项
目191项，涉及总投资约1.7万亿元，其中，年内计
划新开工项目15项，建成项目26项，全年计划完
成投资超过2150亿元，比2022年计划数增长
7.5%。项目涵盖科技产业、社会民生、生态文
明、城市基础设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等5个
领域。其中，在科技产业领域，上海市重点推进
建设国家大科学装置，打造集成电路、生物医
药、人工智能等三大先导产业，共安排项目77
项，年度投资计划约816亿元。

河北省2023年省重点建设项目共安排507
个，总投资1.32万亿元，年度预计投资2600.1亿
元。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256个，总投资
3213.2亿元，主要包括信息智能、生物医药健康、
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新材料、
节能环保等领域项目。

山东省2023年共确定重点项目2002个，包
括省重点项目1400个，总投资1.09万亿元；省重
大项目602个，总投资2.5万亿元。其中，新能源
船舶制造基地项目是2023年省重大项目，以“绿
色智能造船、造绿色智能船舶”为方向，将全部
建成数字化车间、智能化工厂。

天津市2023年共安排重点建设项目673个，
总投资1.53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2360.57亿
元。与2022年相比，今年天津市重点项目的规
模、质量均有所提升。重点建设项目中，先进制
造业、科技和产业创新领域项目投资比重由
27.82%提升至29.36%。

“从项目领域看，新老基建投资共同发力有
利于新老项目同时增投资，扩产能，提效能，壮
大企业规模，促进产业升级和市场增效；有利于
改善区域经济发展生态，优化区域企业发展环
境，提高区域企业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激发新老
基建项目活力，进一步提高新老基建项目对新
市场环境的适应力，壮大区域经济板块，提高区
域经济总量。”宋向清表示。

谈及各地今年扩大投资的潜力和空间，宋
向清认为，增加投资有助于扩大内需，稳定增
长，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我国扩大多领域
多层次基建的有效投资永远在路上。

张依群表示，在具体投资领域方面，新能
源、新材料、新技术将始终是投资的热点和潜力
所在；在具体操作上，应重点聚焦集成电路、数
据安全、信息智能、生物制药、动力电池等领域。

多地重大项目投资清单出炉
总投资额达21.5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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