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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4月6日，已有20余家A股上市银行披露2022年年报。在对公业务发
展方面，年报显示多家银行对公客户数量持续增加，公司类贷款余额较上一年
有所增加，占比也有所提升。

展望2023年，多家银行表示，将持续加大对中长期制造业、科技创新、绿色
金融、普惠金融等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公司类贷款余额增加
2022年，多家银行不断发力对公业务，对公客户数量持续增加，加大对公贷

款投放，公司类贷款余额较上年末有所增加，在全部贷款中的占比也进一步提
升。

以国有六大行为例，截至2022年末，工商银行的对公客户历史性突破1000
万户。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的对公客户分别为936万户、935万户，较上年末分
别增长77万户、89万户。交通银行表示，境内行对公客户总数较上年末增长
10.91%。

在公司类贷款方面，国有六大行中，截至2022年末，工商银行、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的公司类贷款余额均超过10万亿元，工商银行以13.83万亿
元居首位，比上年末增加1.63万亿元，增长13.4%。从占比来看，国有六大行的
公司类贷款在客户贷款中的占比均较上年末有所提升，其中，中国银行、交通银
行的公司类贷款占比分别为63.23%、64.58%，较上年末分别上升2.25个百分点、
1.49个百分点。

多家股份行的公司类贷款余额也有所增加。截至2022年末，招商银行的
公司类贷款余额23756.16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0.45%，占比39.26%，较上年末上

升0.64个百分点。
制造业贷款占比上升

在公司类贷款结构上，2022年，多家银行加大了对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
绿色金融等领域的贷款支持，房地产贷款的占比有所下降。

以制造业为例，多家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较上年末有所增加。工商银行
表示，截至2022年末，投向制造业贷款突破3万亿元，投向制造业贷款、投向制
造业中长期贷款、投向制造业信用贷款的余额和增量均居同业首位。中信银行
表示，该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在公司类贷款余额中排名第二位，占比为16.62%。

此外，多家银行的房地产业贷款在对公贷款中的占比有所下降。招商银行
表示，截至 2022 年末，该公司房地产业贷款余额 3337.15 亿元，较上年末减少
222.62亿元，占公司贷款和垫款总额的5.83%，较上年末下降0.95个百分点。招
商银行称，该行严格审查现金流，重点选择具备自偿能力和商业可持续性的住
宅项目，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及加大住房租赁金融支持力度，并进一步
强化投贷后管理。

加大实体经济支持力度
展望2023年，多家银行表示，将持续加大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优化信贷结

构，对制造业、绿色、普惠等领域的支持是银行的重点发力点。
平安银行行长胡跃飞表示，支持实体经济不是一句口号，特别是在顺应整

个市场发展的大势下，银行对公业务的发展也要不断调整一些新的策略、新的
打法。

光大银行行长王志恒表示，扩大公司金融客户基础是该行今年一项重点工
作。“公司金融通过表内+表外、商行+投行、创新产品与服务的组合手段来协同
发展公司金融客户。”王志恒说。

谈及2023年信贷投放计划，中信银行行长方合英表示，今年中信银行的信
贷投放规模3500亿元至4000亿元。在对公信贷投向上，主要围绕绿色、基建和
科创三大主题投放。

据王志恒介绍，今年，光大银行公司金融将聚焦重点领域，持续加大对中长
期制造业、科技创新、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确保重点领
域信贷增速高于整体贷款的增速。

来源：中国证券报

发力对公业务
多家银行公司类贷款占比提升

4月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下称“外汇局”）公布最新外汇储备规模
数据。数据显示，截至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839亿美元，较2月
末上升507亿美元，升幅为1.62%。我国黄金储备为6650万盎司，环比上
升58万盎司，这也是我国黄金储备连续第五个月增长，较去年10月份的
6264万盎司累计增长386万盎司。

外汇局表示，3月份，受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
元指数下跌，全球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上涨。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
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我国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
进，经济基础厚实，发展前景广阔，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3
月份，受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金
融资产价格总体上涨。货币方面，美元汇率指数下跌2.3%至102.5，非美
元货币总体升值。资产方面，以美元标价的已对冲全球债券指数上涨
2.2%；标普500股票指数上涨3.5%。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
综合作用下，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Wind数据显示，3月份，非美元货币中，欧元上涨2.51%，日元上涨
2.5%，英镑上涨2.5%。另外，道琼斯工业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分别上涨
1.89%、6.69%，日经225指数上涨2.17%，欧元区斯托克50指数上涨1.81%。

温彬认为，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国际金
融市场不确定因素增多。但我国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经济复苏的
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同时国际收支总体平衡，外汇市场运行平稳，有利于
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来源：证券日报

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

规模增至31839亿美元

Wind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地方债发行量达2.11万亿元，相比去
年同期（1.82万亿元）增加约2851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发行量为1.36
万亿元，约占全年新增专项债限额的35.7%。

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高级分析师冯琳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一季度新增专项债发行进度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较历年明显
处于较快水平，延续了去年专项债发行前置的特征。这主要是考虑年初
是经济修复的关键阶段，需要基建投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水平，以巩固
和拓展经济运行回升势头。

从发行人省份看，一季度地方债发行量最大的前三位分别是山东、
广东和四川，发行量分别达1932亿元、1624亿元、1593亿元。从新增专
项债角度看，一季度排名前三位也同样是以上三省，发行规模均超千亿
元。截至4月7日，4月份已发行地方债规模约达878亿元。据海通证券
研报统计，截至4月5日，4月份已披露待发行地方债为4599亿元。“预
计4月份地方债发行规模在6000亿元左右，比3月份减少约3000亿元。”
冯琳分析称，主要原因是由于今年新增专项债提前下达额度在一季度已
发行超六成，而剩余额度一般在5月份下达，因此4月份新增专项债发行
量将有所下降，从已披露发行计划看，预计4月份专项债发行量在2000
亿元左右，比3月份减少逾3000亿元。随着剩余额度下达，预计5月份至
6月份新增专项债发行将再度提速，二季度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将在1
万亿元左右。

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谢后勤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以去年发行
节奏为参考，并考虑到地方债前置发行稳增长意义，预计今年二季度新
增专项债发行将有所提速。从二季度专项债投向看，冯琳预计，后续仍
会有50%左右的专项债资金投向交通运输、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
传统基建领域，同时对新能源和新基建的投向占比有望提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9.0%，
增速比全部固定资产投资高3.5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
17.8%，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11.2%，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5.9%。谢
后勤表示，虽然一季度为基建开工的淡季，但基础设施投资取得了较快
增长。展望二季度，专项债对全社会投资拉动强度会继续提升，对扩大
有效投资的带动作用将持续显现。冯琳认为，当前发行专项债已经成为
地方政府获得资金、支持基建投资提速的重要途径。 来源：证券日报

一季度地方债发行超2.1万亿元

专家预计二季度专项债发行

仍将维持万亿元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