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 宁

近日，记者从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
“郑商所”）获悉，郑商所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作为重
大政治任务，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推动主题教育开好局、起
好步。

抓谋划，突出一个“快”。郑商所坚持从早
从快抓好主题教育工作谋划。一是坚持统筹
谋划。把主题教育作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重要方面，纳入2023年度重点工作
计划、党建和纪检工作要点以及年度党员学习
教育工作安排，同推动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做
到两手抓、两促进。二是抓紧思想动员。郑商
所第一时间汇编主题教育相关资料，并上传至
办公网专栏，各党支部通过“三会一课”迅速组
织学习，夯实思想基础。三是加快组织推动。
组织中层及以上党员干部、各基层党组织书记
参加证监会系统主题教育动员部署会，会后郑

商所党委第一时间研究制定实施方案，并成立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党委书记任组长，全面统
筹主题教育工作。

抓学习，突出一个“深”。郑商所坚持牢牢
把握主题教育“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
功”的总要求，把理论学习摆在首位，推动以学
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一是原
原本本学。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细化学
习安排，通过党委会“第一议题”、党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等形式开展专题学习；发放《习近平
著作选读》（第一、二卷）等指定教材，开展“我
学 我做 我感悟”主题交流，引导全体党员职
工深悟原理。二是深入研讨学。结合“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现代期货市场发展之路大讨
论”，开展“读书班”研讨，各党支部开展“三会
一课”学习 70余次，引导全所系统掌握这一重
要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世界观和方法
论。三是丰富形式学。坚持集中分散相结合、
线上线下相结合，组织赴安阳市红旗渠纪念馆
和殷墟博物馆现场学习，用好支部宣传橱窗、

楼宇宣传系统、办公网专栏，与“讲传承 聚人
心 促发展”主题文化教育活动结合促学，提高
学习的实效性。

抓检视，突出一个“严”。郑商所坚持边学
习、边对照、边检视、边整改，把检视整改贯穿
主题教育始终。一是提高检视查摆针对性。
在党中央明确的 6个重点方面基础上，结合实
际再明确6个方面，细化检视查摆要求，引导党
员职工自觉对标对表、深刻剖析问题。二是强
调整改工作严肃性。落实主题教育整改整治
要求，主动就相关问题向巡回指导组请示沟
通，印发做好主题教育整改整治工作的通知，
引导全所聚焦调查研究发现的问题、推动发展
遇到的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以及巡视、
督查督办、审计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形成问题
清单，实行动态管理，确保整改取得实效。

抓落实，突出一
个“实”。郑商所坚
持学以致用、知行合
一，以强化理论学习

指导发展实践，以深化调查研究推动解决发展
难题，把学习和调研贯穿到完成各项重点工作
中去：一是组织开展 4项行动。开展“重创新、
强功能”“强改革、优服务”“强监管、防风险”

“优作风、上台阶”4项行动，规范、优化“保险+
期货”试点，丰富“稳企安农 护航实体”品牌内
涵，召开第十一次会员大会与 154家会员单位
座谈交流，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
把主题教育成果体现到各项工作中。二是大
兴调查研究。制定大兴调查研究的实施方案，
党委班子成员带头深入企业调研期现货情况，
各部门单位也深入市场，共开展调研 50余次，
了解市场主体急难愁盼，自觉运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观察市场、把握市
场，将学习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具体思路和
对策方法。

坚持“四抓四突出”郑商所推动主题教育走实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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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 珂

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
份，CPI同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0.6个百
分点；PPI同比下降3.6%，降幅比上月扩大1.1个
百分点。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4月份CPI同比涨幅收窄，表明市
场供给充分，消费修复力度整体较为温和，当
前具备加大促消费政策力度的条件。

具体来看，CPI方面，4月份，CPI环比下降
0.1%，同比上涨0.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核心CPI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同比
上涨0.7%，涨幅与上月相同。

CPI同比涨幅回落较多，主要是上年同期
对比基数较高。其中，食品价格上涨0.4%，涨
幅比上月回落2.0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
0.07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0.1%，涨幅回
落0.2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0.07个百分
点。非食品中，服务价格上涨1.0%，涨幅扩大
0.2个百分点；工业消费品价格下降1.5%，降幅
扩大0.7个百分点，主要是能源价格回落较多，
其中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下降10.6%和11.5%，
降幅分别扩大4.0个百分点和4.2个百分点。

“4月份CPI同比涨幅低位运行，主要原因有
三个：一是伴随气温回升，4月份蔬菜大量上市，
月内蔬菜价格环比下行6.1%，加之上年同期菜价
基数较高，当月蔬菜价格同比大幅下降13.5%，降

幅比上月扩大2.4个百分点；二是在国际原油价格
走低背景下，4月份国内汽油和柴油价格均环比
下降1.7%，加之国内成品油高基数效应明显，共
同导致今年4月份汽油和柴油价格同比降幅进一
步扩大至两位数；三是汽车产业价格战仍在持
续，4月份交通工具价格环比下降0.9%，同比降幅
则较上月进一步扩大。”王青表示。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在4月份0.1%的CPI同
比涨幅中，上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0.3个
百分点，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
约为-0.2个百分点，上月为0。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由于食品价格大体稳定、输入性
通胀压力继续减弱、核心CPI回升偏慢，加上下

半年翘尾因素低于上半年，今年后半段CPI仍
将保持在低位水平，预计上半年CPI同比上涨
0.8%，全年约为1.3%。

PPI方面，4月份，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
国内外市场需求总体偏弱及上年同期对比基数
较高等因素影响，PPI环比下降0.5%；同比下降
3.6%，降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其中，生产
资料价格下降4.7%，降幅扩大1.3个百分点；生活
资料价格上涨0.4%，涨幅回落0.5个百分点。

在温彬来看，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落
以及国内需求端支撑仍待提升，预计二季度
PPI同比涨幅将持续回落。下半年随着翘尾因
素逐渐回升以及国内经济企稳，PPI单月同比
降幅有望收窄。

国家统计局：

4月份CPI同比上涨0.1% PPI同比下降3.6%

本报记者 刘 琪

5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最新数据
显示，4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7188亿元，同比
多增649亿元；4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1.2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729亿元；4月末，
广义货币(M2)余额280.8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4%。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及研究
部总监庞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数据
来看，进入二季度后，货币信贷总量更为适
度、投放节奏更为平稳，受季节性因素影响有
所回落，但在低基数效应下，新增信贷和社融
增量仍保持了同比多增态势。

信贷方面，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减少2411
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1255亿元，中长期
贷款减少1156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6839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1099亿元，
中长期贷款增加6669亿元，票据融资增加
1280亿元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增加
2134亿元。

“4月份信贷节奏趋于平稳。”民生银行首
席经济学家温彬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金
融机构持续增加对制造业、基础设施等领域
的信贷投放，企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4017
亿元；票据融资同比少增3868亿元，结构不断
优化。居民贷款再次下降，短期贷款和中长
期贷款均出现回落，表明居民消费信心和购
房意愿仍需进一步稳固。

社融方面，具体来看，对实体经济发放的
人民币贷款增加4431亿元，同比多增729亿
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
减少319亿元，同比少减441亿元；委托贷款增
加83亿元，同比多增85亿元；信托贷款增加
119亿元，同比多增734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
兑汇票减少1347亿元，同比少减1210亿元；企
业债券净融资2843亿元，同比少809亿元；政
府债券净融资4548亿元，同比多636亿元；
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993亿元，同比少
173亿元。

温彬表示，结构上，财政政策前置发力，4月
份政府债净融资同比多增636亿元，占新增
社融的37.28%；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
款占新增社融的36.32%。此外，委托贷款、
信托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三项表外
融资改善。

另外，4月末M2余额同比增长12.4%，增
速比上月末低0.3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1.9个

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66.98万亿元，同
比增长5.3%，增速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均高
0.2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10.59万
亿元，同比增长10.7%。当月净投放现金
313亿元。

温彬表示，结合4月份CPI和PPI数据来

看，当前经济内生动力仍有待加强。宏观政
策应继续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尤其是加强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进一步提振市
场主体信心。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健的前提
下，继续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
双重功能，持续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

度，巩固经济稳步回升的基础。
庞溟预计，未来一段时间的货币政策仍

将以结构性政策工具为主，聚焦重点、合理适
度、有进有退，保持定向发力、精准发力、持续
发力，和加力提效的积极财政政策相配合，形
成扩大需求的合力。

4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7188亿元 结构不断优化

本报记者 彭 妍

4月份人民币存款大幅减少，引发市场
关注。5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4月份人民币存款减少4609亿元，
同比多减5524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减少
1.2万亿元。

对此，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4月份银行季末考核时
点已过，根据季节性规律，不排除因居民存款
向理财“搬家”，导致当月住户存款余额下降
的可能。4月份理财规模重回增长，也暗示了
这种可能性。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也认为，居
民部门存款在近几年的4月份均会减少，具有

季节性特征，但今年下滑幅度明显高于
2022年，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储蓄意愿下滑，
或因风险偏好回升、消费回升以及存款利率
下降所致。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未来居民存款规模增
势有望逐渐稳定，增速或将回落至正常水平。

王青认为，伴随着二季度经济修复进程
加快，居民消费支出有望进一步增加，银行理
财市场也在逐步修复。短期内存款规模还将
保持一定增速，但同比多增幅度有望逐步回
落，存款余额同比增速将见顶回落。

中国银行研究院博士后李一帆对记者表
示，未来，不断向好的宏观经济形势，有助于
推动理财市场、房地产市场调整复苏，居民部
门将逐渐修复预期，恢复原有的投资和消费

倾向，有序减少存款配置。
“整体来看，存款规模将继续保持稳健，

超额存款将被释放，从而带动经济加快恢
复。”中国银行研究院博士后杜阳表示，随着
经济发展稳中向好，消费回暖步伐加快，居民
消费需求将进一步回升。另外，银行及其理
财子公司将不断提升投研能力，兼顾理财产
品的稳健性和收益性，不断满足居民多元化
的投资理财需求。

“居民应紧跟宏观经济形势和资本市场
变化，进一步提升财富规划意识和风险感知
能力，根据自身实际需求和风险偏好，合理稳
妥地进行投资选择，通过多元化投资不断优
化金融资产配置结构，最终实现风险与收益
基本匹配。”李一帆进一步称。

住户存款减少1.2万亿元 专家详解钱去哪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