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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1、 9 月 12 日晚间，欧洲央行宣布下调存款利率 10 个基点至-0.5%，这是该央行自 2016 年 3 月以来的首

次降息。欧洲央行同时宣布，重启量化宽松政策（QE），即自 11 月 1 日起，以每月 200 亿欧元的速度购

买债券。  欧洲央行开闸放水，目的要为不景气的欧元区经济注入“强心剂”。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全

球已有近 40 多个国家央行推出降息，全球货币政策重启宽松周期。 

 

2、我国已成为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近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18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以下简

称《公报》），正式公布 2018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公报》显示，2018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1430.4 亿美元，略低于日本（1431.6 亿美元），成为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公报》显示，2018 年我国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稳居全球前三，占比皆创新高。 

 

3、中国对新的美国农产品采购实施加征关税排除 

新华社北京 9 月 13 日电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相关方面获悉，日前美方已决定对拟于 10 月 1

日实施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措施做出调整，中方支持相关企业从即日起按照市场化原则和 WTO 规则，

自美采购一定数量大豆、猪肉等农产品，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将对上述采购予以加征关税排除。 

 

4、人民银行：8 月末 M2 余额同比增长 8.2% 

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 据人民银行 9 月 11 日消息，人民银行发布 2019 年 8 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8 月末，

广义货币(M2)余额 193.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8.2%，增速比上月末高 0.1 个百分点，与上年同期持平；狭义货

币(M1)余额 55.68 万亿元,同比增长 3.4%，增速比上月末高 0.3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 0.5 个百分点；流

通中货币(M0)余额 7.32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当月净投放现金 463 亿元。 

 

5、银保监会：将对网络小额贷款进行分级管理 

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 据中国新闻网 9 月 11 日消息，针对互联网小贷公司的规范与发展，中国银保监会普

惠金融部表示，已计划对网络小额贷款实施差异化监管，目前正在研究制定全国统一的网络小额贷款监管

制度和经营规则，将提高准入门槛，引入分级管理模式，以推动网络小额贷款从业机构扶优限劣、规范发

展。 

6、服务业成我国经济第一大产业 对 GDP 贡献率已达 59.7%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服务业规模日益壮大，成为中国经济第一大产业。1952 至 2018 年，我国第三产

业（服务业）增加值从 195 亿元扩大到 469575 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年均增速达 8.4%。服务业对 GDP 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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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率呈现加速上升趋势，2018 年达到 59.7%。2018 年外商直接投资额中，服务业占比达到 68.1%，服务业

已经成为外商投资的首选领域。 

 

 

宏观新闻 

欧洲央行放水 人民币汇率弹升“不休假” 

降息加买债，欧洲央行上周祭出新一轮超宽松货币政策，试图挽救陷入僵局的经济局面，并及

时抑制通胀预期下滑的危机，但该举措成效仍有待观察。 

  汇市风云变幻，起因往往环环相扣。当日稍早些时候，受外部利好消息推动，人民币汇率

已破位上行，随后在 7.08元附近震荡，日内涨近 400点。在欧洲央行宣布降息后，美元指数

急挫。中秋节小长假首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进一步上涨逾 200个基点，最高至 7.0317。 

  业内专家预计，中国货币政策受外部掣肘或将减弱，但仍“以我为主”，降准落地而降息

可期。当前，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

限制的取消，大大提高了外资的投资便利性，资本流入将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进一步支持。 

  全球降息潮起 

  9 月 12日晚间，欧洲央行宣布下调存款利率 10个基点至-0.5%，这是该央行自 2016 年 3

月以来的首次降息。欧洲央行同时宣布，重启量化宽松政策（QE），即自 11 月 1日起，以每

月 200亿欧元的速度购买债券。 

  欧洲央行开闸放水，目的要为不景气的欧元区经济注入“强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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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货币政策联动，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本周大概率也会跟随降息，这就给各国提供了

货币政策“喘息”的空间。除美联储外，本周英国、日本、瑞士、挪威、土耳其、印尼等国的

央行将相继公布利率决定。而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全球已有近 40 多个国家央行推出降息，全

球货币政策重启宽松周期。 

  渣打银行财富管理部认为，本周美联储计划召开会议，市场价格反映将降息 25 个基点。

被施压后的美联储降息预期更加浓郁，叠加英国议会再次否决首相提前大选动议推升了英镑，

美元指数大幅下挫，一度跌破 98关口。 

  在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姜超看来，美联储只要重新开启降息，且年内仍有进一步降息预

期，就有利于人民币汇率企稳。 

  9 月以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反弹逾 1600个基点，回升至 8月中旬水平。光大证券宏观研

究团队认为，海外负利率趋势将增加中国资产对境外投资者的吸引力。在全球流动性宽松、金

融开放提速、人民币汇率风险充分释放的情况下，外资配置中国资产的动力或上升。 

  长期资金支撑人民币汇率 

  利好频传使得人民币汇率闻风而动，另一方面，金融对外开放政策多重并举，为人民币汇

率提供坚实“后盾”。 

  9 月 10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取消 QFII和 RQFII投资额度限制。FXTM富拓市场分析师

陈忠汉表示，这一举措是长期利好，意味着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 

  “在 QFII 和 RQFII投资额度限制取消之前，境外机构以 QFII和 RQFII资格投资境内市场

均要先向外管局申请额度，中间涉及的审批流程较长，资金也需提前到位，对境外机构造成一

定不便。”工银国际研究部副主管及执行董事涂振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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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投资便利性的提高，将大大提升外资在中国市场的参与度。“这一举措有助于拓宽

境外人民币使用渠道。同时，加大境内市场对境外投资者的吸引力。”交通银行高级研究员武

雯认为。 

  从投资偏好来看，机构投资者较看重长期回报，投资年期较长，风格较为稳健。涂振声进

一步表示，提升国际机构投资者参与度，将有利市场向价值投资的方向转变，也有望降低市场

波动。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称，QFII和 RQFII 投资额度限制取消后，一方面，境外投资者会

增加中国股票和债券的配置规模，促进境内资本市场发展；另一方面，投资主体多元化也有利

于推动境内资本市场建设，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 

  自 4 月中国债券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后，紧接着 9 月摩根大通宣布，中国政府

债券将于 2020 年 2月 28 日起纳入摩根大通旗舰全球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系列。高盛预测，

完全纳入后，将引入约 300亿美元指数追踪资金。 

  中国资本市场正逐步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主流，随着时间的推移，叠加外资投资渠道改善

带来的资本流入，将为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提供进一步支持。 

  “目前人民币汇率基本面稳健，表明没有大幅贬值压力。中国股指和债指纳入主流国际指

数，外资流入中国债市和股市投资组合的资金规模将持续增加。加上中美利差扩大，均有望支

撑人民币基本稳定。”渣打银行中国宏观策略主管刘洁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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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成为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近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以下简称《公报》），正式公布 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公报》显示，2018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1430.4 亿美元，略低于日本（1431.6 亿美元），成为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公报》显示，2018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稳居全球前三，占比皆创新高。具体

来看，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1430.4 亿美元，同比下降 9.6%。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总

额同比减少 29%，连续 3 年下滑的大环境下，略低于日本（1431.6 亿美元），成为第二大对外

投资国。 

  在存量方面，2018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 1.98 万亿美元，是 2002 年末存量的

66.3 倍，在全球分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排名由第 25 位升至第 3位，仅次于美国和荷

兰。 

中国对新的美国农产品采购实施加征关税排除 

新华社北京 9 月 13 日电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相关方面获悉，日前美方已决定对拟

于 10 月 1 日实施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措施做出调整，中方支持相关企业从即日起按照市

场化原则和 WTO 规则，自美采购一定数量大豆、猪肉等农产品，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将对

上述采购予以加征关税排除。中方有关部门表示，中国市场容量大，进口美国优质农产品前景

广阔，希望美方言而有信，落实承诺，为两国农业领域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人民银行：8 月末 M2 余额同比增长 8.2% 

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 据人民银行 9 月 11日消息，人民银行发布 2019年 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

告。8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193.55万亿元,同比增长 8.2%，增速比上月末高 0.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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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同期持平；狭义货币(M1)余额 55.68万亿元,同比增长 3.4%，增速比上月末高 0.3个百

分点，比上年同期低 0.5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 7.32万亿元,同比增长 4.8%。当月净

投放现金 463 亿元。 

  8 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 153.94万亿元，同比增长 11.9%。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 148.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4%，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 0.2个和 0.8个百分点。 

  8 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 1.21万亿元，同比少增 665亿元。 

  具体如下： 

  一、广义货币增长 8.2%，狭义货币增长 3.4% 

  8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193.55万亿元,同比增长 8.2%，增速比上月末高 0.1个百分点，

与上年同期持平；狭义货币(M1)余额 55.68万亿元,同比增长 3.4%，增速比上月末高 0.3个百

分点，比上年同期低 0.5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 7.32万亿元,同比增长 4.8%。当月净

投放现金 463 亿元。 

  二、8 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 1.21万亿元，外币贷款减少 14 亿美元 

  8 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 153.94万亿元，同比增长 11.9%。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 148.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4%，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 0.2个和 0.8个百分点。 

  8 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 1.21万亿元，同比少增 665亿元。分部门看，住户部门贷款增加

6538 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 1998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4540亿元；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

体贷款增加 6513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 355 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4285亿元，票据融资

增加 2426 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 94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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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末，外币贷款余额 8050亿美元，同比下降 3.7%。当月外币贷款减少 14 亿美元，同比

少减 48亿美元。 

  三、8 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 1.8万亿元，外币存款减少 143亿美元 

  8 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 195.2万亿元，同比增长 8.2%。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 190.01 万

亿元，同比增长 8.4%，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 0.3个和 0.1 个百分点。 

  8 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 1.8万亿元，同比多增 7147 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 2714亿元，

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 5792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 95 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 7298

亿元。 

  8 月末，外币存款余额 7309亿美元，同比下降 4.7%。当月外币存款减少 143亿美元，同

比多减 122亿美元。 

  四、8 月份银行间人民币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 2.65%，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

平均利率为 2.65% 

  8 月份银行间人民币市场以拆借、现券和回购方式合计成交 102.87 万亿元，日均成交 4.68

万亿元，日均成交比上年同期下降 1.1%。其中，同业拆借日均成交同比下降 21%，现券日均成

交同比增长 26.5%，质押式回购日均成交同比下降 2.7%。 

  8 月份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 2.65%，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高 0.57 个和 0.36 个百分

点；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 2.65%，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高 0.5 个和 0.4 个百分点。 

  五、当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 5552亿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 2528 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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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份，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对外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分别发生 3859亿元、1693亿元、594 亿元、1934亿元。 

  【相关阅读】 

  人民银行：8 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10.7% 

  据人民银行 9月 11 日消息，人民银行发布 2019 年 8月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统计数据报告。

初步统计，8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216.0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 

  人民银行：8 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1.98 万亿元 比上年同期多 376 亿元 

  据人民银行 9月 11 日消息，人民银行发布 2019 年 8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数据报告。

初步统计，8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1.9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376亿元。 

  

监管动态 

更大力度金融防风险政策酝酿出台 

完善六类机构监管和高风险机构处置、非法金融活动整治升级 

  全方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政策将渐次落地。《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多部门正密集谋

划一揽子金融防风险新举措。其中，针对六类金融机构、中小银行风险等一批监管补短板政策

酝酿出台。此外，针对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的整治也将持续升级，全国统一的金融风险监

控平台正在加快建设中。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09-4429669.htm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09-44296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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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内人士表示，全面、纵深推进金融防风险部署仍是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下一步监

管将进一步补齐制度短板，并针对重点领域风险进行精准处置，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

底线。 

  过去一段时间，多个监管部门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作为重点工作，随着各项工作的推进，

已暴露的风险得到有力遏制，重点风险化解成效显著。银保监会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近两年

半，银行业资产增速从过去 15%左右降低到目前的 8%左右，影子银行规模大幅缩减，共压缩高

风险资产约 14.5万亿元。 

  近期，多个重磅会议再次释放了金融加码防风险的信号。9 月 5 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

委员会召开全国金融形势通报和工作经验交流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地方政府要有效打击各类非

法金融活动，完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建立风险管控长效机制；金融管理部门要强化监管责任，

稳妥化解局部性、结构性存量风险，加快补齐监管制度短板，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此前召

开的央行 2019 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也提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稳

妥处置和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为全面、纵深推进金融防风险工作，记者获悉，一揽子监管补短板政策正酝酿出台。其中，

针对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等六类机构的监管办法正在制定和完善，

《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等上位法也将加快出台。银保监会近日还表示，已计划对网络小额

贷款实施差异化监管，目前正在研究制定全国统一的网络小额贷款监管制度和经营规则，将提

高准入门槛，引入分级管理模式，以推动网络小额贷款从业机构扶优限劣、规范发展。 

  此外，针对部分中小银行风险，《经济参考报》记者此前从多个渠道获悉，目前相关监管

部门正在酝酿制定高风险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的相关文件。银保监会近日表示，目前监管部门正

在会同地方政府、地方银保监局和人民银行分支行，对高风险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在摸

清风险底数的情况下，制定详细的“分步走”化解方案和计划，使机构走上良性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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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当前金融风险整体形势稳定，但一些局部性、结构性的金融风险仍然存在。 

  从监管释放的信号来看，一些区域性风险，以及最初从局部暴露、比较涉众的风险点将是

下一步金融监管的重点，比如一些区域性融资平台、互联网金融、民间借贷等。”国家金融与

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说。 

  与此同时，为构建跨行业、跨部门的风险联防联控机制，全国统一的金融风险监控平台正

在加快建设中，非法金融活动整治将进一步升级。银保监会近日表示，国家非法金融活动风险

防控平台加快开发建设，先行先试推进顺利，已对 12个重点地区 200 余家高风险机构进行全

面体检扫描。截至目前，超过 25个地区已建或在建大数据监测平台。央行也正在推动建设统

一的金融风险监控平台，加强风险信息披露和共享，加大联合惩戒力度，防止风险交叉传染，

实现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提升金融风险整体防控水平。 

  地方层面也在密集谋划，加快落实金融防风险部署。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近日表示，下

一步，将尽快出台山东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实施方案，针对风险高发地区开展

专项风险排查整治等，另外将推进实施分类监管，强化地方金融监管能力建设，加强与驻鲁中

央金融管理部门协调配合。近日，上海黄浦区启动了全市首个地方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将

助力区域整治各类金融乱象和构建风险防范长效机制。 

  “监管制度这几年一直在补短板，包括监管真空、监管重叠问题等，不过，当前很多金融

业态还是混业发展的，相互关联比较强，加强监管的统一和协调是下一步监管补短板的重要内

容，包括监管机构的协调、监管制度的协调、中央与地方监管权限的协调等，这些都是比较核

心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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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监会：将对网络小额贷款进行分级管理 

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 据中国新闻网 9 月 11 日消息，针对互联网小贷公司的规范与发展，中国

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表示，已计划对网络小额贷款实施差异化监管，目前正在研究制定全国统

一的网络小额贷款监管制度和经营规则，将提高准入门槛，引入分级管理模式，以推动网络小

额贷款从业机构扶优限劣、规范发展。 

   

行业新闻 

百强房企 8 月业绩增速整体放缓 

 8月房地产市场继续走弱，重点城市成交量仍处于下降通道。克而瑞地产研究中心近日公布

的统计数据显示，百强房企单月业绩规模与 7 月持平，不及上年同期单月 1.3%的环比增速，市

场观望态度明显。 

  从今年以来房企整体业绩表现来看，1 至 8 月，按照可比口径统计，百强房企的累计业绩

同比增速在 4%左右。相比前两年，房地产市场增速放缓。 

  从 8 月单月数据表现来看，克而瑞方面重点监测的 38家房企中半数以上较上月业绩提升，

其中部分房企表现突出，如华润、建业、保利置业单月环比增幅均保持在 50%以上，这主要得

益于企业推案节奏和对城市布局的把控得当。另外，有 15家单月业绩环比下降，旭辉和招商

蛇口 8月实现单月销售金额 137.4 亿元和 180.9 亿元，分别环比下降 5.6%和 6.4%。 

  克而瑞地产研究中心相关分析人士分析认为，8 月部分房地产企业业绩上升，主要是由于

今年下半年企业加大供货力度，项目总体去化率并不佳。预计随着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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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到来，房企将加大推案与营销力度。9月供应压力将进一步改善，成交量有望企稳回升，但

整体回升幅度有限。 

  值得一提的是，在房地产市场持续转冷的大环境之下，房企投资布局持续回归二线。8月，

受监测企业的新增土储当中，一线城市建面占比 3%，二线城市新增建面占比 48%，三四线城市

新增建面占比 49%。从城市区域分布来看，房企在中西部拿地力度较大，其中昆明连续多月成

为房企重点布局二线城市，太原、长沙、郑州当月土地成交量同样走高。 

  克而瑞方面的数据显示，综合来看，规模房企 8月在三四线城市的拿地分布较为均衡，市

场风险较小的长三角依旧占比最高，但不足四成，相较 7月超五成的比例明显回落。 

  上述分析人士分析指出，从目前房地产市场整体情况来看，预计今年“金九银十”传统楼

市旺季营销活动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特价房、一口价房限时特惠等活动会越来越多，但大范

围的大幅度降价不会出现。 

 

服务业成我国经济第一大产业 对 GDP 贡献率已达 59.7%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服务业规模日益壮大，成为中国经济第一大产业。1952 至 2018 年，

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从 195 亿元扩大到 469575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年均增速达

8.4%。服务业对 GDP贡献率呈现加速上升趋势，2018年达到 59.7%。2018年外商直接投资额中，

服务业占比达到 68.1%，服务业已经成为外商投资的首选领域。 

  1952 至 1978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 195亿元增长到 905亿元，年均增长 5.4%。1978 至

2012 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 905亿元增长到 244852 亿元，年均增长 10.8%，比 1952至 1978

年均增速快 1 倍。2012至 2018 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 244852亿元增长到 469575亿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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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增长 7.9%。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2015年超过 50%，2018年达到 52.2%，

占据国民经济半壁江山。 

  党的十八大以来，服务业对 GDP贡献率呈现出加速上升趋势，六年提高 14.7个百分点，

2018 年达到 59.7%。2018 年底，服务业就业人员达到 35938万人，比重达到 46.3%，成为我国

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2018年外商直接投资额中，服务业占比达到 68.1%，服务业已经成为外

商投资的首选领域。 

产品情况 

信托产品 

上周共搜集到新发行信托产品 18 只，期限为 6-42 个月不等。年化收益率在

4.8-9%之间。 

资管产品 

上周共搜集到新发行资管产品 3 只。期限为 2-60 个月不等。年化收益率在

4.8-5.8%之间。 

银行理财 

上周共搜集到银行理财产品 13 只。期限为 91-468 天不等。年化收益率在

4.4%-5.2%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