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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娜 实习记者 王鑫雨

6 月 8 日，中国人民银行呼和

浩特中心支行公布了《内蒙古自治

区金融运行报告（2021）》。《报告》

中主要包含了金融运行情况、经济

运行情况、预测与展望三个部分，

对内蒙古 2020 年整体金融运行

情况进行了详细汇报。

报告显示，2020 年内蒙古银

行业方面经营情况总体稳健，货币

信贷平稳增长，资产负债规模收

缩，资产质量有所改善。截至 2020

年末，内蒙古共有银行业金融机构

199家，资产负债总额分别为 3.4

万亿元和 3.3 万亿元；全年实现利

润 156.1 亿元。2020 年末，全区银

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额和不良

贷款率实现“双降”。

此外，报告中专门提到 2020

年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

行在推进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

各项政策落地和助推内蒙古奶业

全面振兴两项工作中取得了明显

成效。

在展望中，《报告》指出 2021

年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内

外部环境仍然复杂严峻，但内蒙古

经济长期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没

有改变。

信贷平稳增长 不良
额不良率“双降”

2020 年，内蒙古银行业经营

稳健，货币信贷平稳增长。截至

2020年末，内蒙古共有银行金融

机构 199家，蒙商银行获准开业，1

家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

行。资产负债总额分别为 3.4 万亿

元和 3.3 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

4.0%和 3.9%；全年实现利润 156.1

亿元。2020年末，全区银行业金融

机构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率实

现“双降”。

存款方面，2020 年末，自治区

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款稳步回

升，定期存款同比多增。全区本外

币各项存款余额 25066.6 亿元，同

比增长 5.6%，比上年末提高 3.9

个百分点；全年新增 1323.3 亿元，

同比多增 928.4 亿元。定期存款新

增 1426.3 亿元，同比多增 997.1

亿元。受居民收入不断增多、预防

性储蓄需求上升以及资管新规的

持续推进影响，个人定期存款新增

1395.4亿元，同比多增215.8亿元。

贷款方面，2020 年末，全区本

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23327.6 亿元，

按可比口径计算，同比增长 4.7%。

其中，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3249.2 亿元，同比增长 4.8%，全

年新增 1033.8 亿元。中长期贷款

较快增长，全年新增 1350.4 亿元，

同比多增 306.1 亿元，其中单位中

长期贷款新增 654.8 亿元，同比多

增 137.5 亿元，占全部新增贷款比

重 63.3%，比上年提高 13.2 个百

分点。全国性银行拉动作用增强，

全年新增贷款占比 81.6%，比上年

提高 35.1 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信贷结构方面持续

优化。一是制造业贷款增势较好，

制造业和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同比分别增长 7.0%和 11.2%；二

是对“三农”领域贷款投放明显加

大，涉农贷款新增 170.3 亿元，同

比多增加 107.9 亿元；三是金融服

务民营和小微企业水平大幅提升。

民营企业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分

别新增 143.8 亿元和 191.0 亿元，

增量均为上年的 1.5 倍；四是金融

助力脱贫攻坚力度不断加大。

2020年末，全区金融精准扶贫贷

款余额 911.3 亿元，其中产业精准

扶贫贷款余额 372.1 亿元；五是金

融资源不断向绿色发展领域倾斜。

全年绿色贷款新增 192.0 亿元，同

比多增 57.0 亿元。

此外，该报告在第二部分介绍

经济运行情况时指出，2020 年自

治区房地产市场运行平稳，房地产

开发贷款下降。2020年末，全区房

地产贷款余额 5043.1 亿元，其中，

房地产开发贷款同比下降 8.4%，

同比多降 4.3 个百分点。差别化住

房信贷政策执行情况良好，全年发

放个人首套住房贷款占全部发放

个人住房贷款的 90.8%。

新发普惠小微企业
信贷较上年多 75亿

2020 年，人民银行呼和浩特

中心支行充分运用多种货币政策

工具，引导金融机构为疫情防控、

复工复产和稳企业保就业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持。该行创新实施四大

举措推进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

各项政策落地见效。

2020 年全年累计为近 5万家

（次） 企业办理延期还本付息

1014.9 亿元，企业信用贷款新增

402.0 亿元，同比多增 198.1 亿元，

占新增企业贷款比重 73.9%，占比

同比提高 49.1 个百分点。2020

年，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法人金融机

构为 2.1 万家（次）普惠小微企业

办理延期还本付息 189.7 亿元；新

发放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 186.4

亿元，较上年多发放 75.0 亿元。

2020 年，人民银行呼和浩特

中心支行积极开展减费让利，降低

市场主体综合融资成本。引导金

融机构积极采取减免服务费

用、内部资金转移定价补贴、合

理调整逾期记录等措施，向企业减

费让利，累计对 153.6 亿元贷款调

整信贷逾期记录，减免罚息 1.4 亿

元。

放贷 137 亿助推内
蒙古奶业全面振兴

报告显示，人民银行呼和浩特

中心支行联合有关部门制定《内蒙

古自治区乳业上下游企业融资需

求对接实施方案》，共同开展金融

精准服务奶业振兴专项行动，引导

金融资源向奶业倾斜，力争 3年内

向奶业全产业链提供不少于 500

亿元融资支持。

为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支持力

度，2020 年金融机构运用专项再

贷款为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发放优惠贷款，经财政贴息后

实际担负利率为 1%。人民银行呼

和浩特中心支行引导金融机构累

计发放贷款 137 亿元，重点支持奶

业基础设施建设、种植、养殖、加工

等环节。

2020 年末，内蒙古活体牲畜

质押贷款余额为 41.2 亿元，比年

初新增 23.6 亿元，支持 300 家畜

牧业企业和近 2 万户农牧户生产

发展。农牧区承包土地（草牧场）的

经营权抵押贷款余额 62.7 亿元，

比年初新增 9.1 亿元。

报告的最后，对 2021 年宏观

经济走势进行了预测与展望。

2021 年，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面

临的内外部环境仍然复杂严峻，疫

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不确定性，

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经济结构

深层次矛盾较为突出，转变发展方

式任务艰巨，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营商环境仍待优化，金融风险防控

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大。

但也要看到，内蒙古经济长期

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随

着一系列重大国家战略的深入实

施，内蒙古将加快融入新发展格

局，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

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也将迎来新

的更大发展机遇期。

6 月 14 日是第十八个世界献血

者日，华夏银行呼和浩特分行联合内

蒙古自治区血液中心于近日组织开展

“一滴血 一份关爱 华夏情是你我的

纽带”大型无偿义务献血活动。

献血当天，华夏银行呼和浩特分

行楼前洋溢着温暖热烈的气氛。行领

导率先垂范，员工踊跃参与，大家精神

饱满、热情高涨。在银行党委书记、行

长邱险峰的带领下早早来到献血车前

排起长队，依次进行登记、填表、审核、

血液初筛等检查环节。共 81 人通过

审核，每人献血 300-400 毫升，累计

献血 25800 毫升，并光荣领取了无偿

献血证。

据自治区血液中心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呼市日均用血量 100 袋左

右，每天收到各方献血 50 袋，缺口很

大。华夏银行呼和浩特分行组织的无

偿献血活动，正是为生命接力、奉献爱

心，更是履行社会责任。参加献血的同

志，有的是第一次献血，有的已坚持多

年献血，大家以实际行动诠释“同为华

夏人、共结华夏情”的企业精神，同时

也提升了自我价值! 华夏银行呼和浩

特分行表示，今后将持续开展无偿献

血活动，为自治区健康卫生事业和人

民身体健康贡献力量。

“一滴热血 一份关爱 华夏情是你我的纽带”
华夏银行呼和浩特分行积极组织义务献血活动

内蒙古不良贷款“双降”
放贷 137 亿助推奶业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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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定于 2021 年 07月 07日 15：00时在鄂前旗敖镇查干陶勒盖西街办公楼二楼会议室举行公开拍卖下列标的:

1.鄂前旗查干陶勒盖西街Y-3-3-21-3、Y-3-3-21-4，证号蒙（2018）鄂托克前旗不动产权第 0001846 号、第 0001845 号，

建筑面积合 288 平方米，宗地面积合 96平方米，起拍价 1267316.8 元。

2. 鄂前旗敖镇苏力迪东街 Y-2-12-15-3，证号蒙（2020）鄂前旗不动产权第 0003832 号，面积 882.24 平方米，起拍价

3728000元。

3.鄂前旗敖镇景秀丽岛西门（29#-4），面积 299.51 平方米，毛坯，起拍价：1650899.2 元。

4.白水杜康酒 3581 瓶，起拍价 146821 元。

5.五谷杂粮白酒 42°78瓶，起拍价4368 元。

6.茅台镇国珍原浆酒 52°149 瓶，起拍价 17880 元。

7.晋潭春酒45°420瓶，起拍价 28560 元。

8.衡水老白干酒 42°180瓶,起拍价16020 元。

9.青汾酒 45°204 瓶，起拍价 13260 元。

10.飞天国宾酒 53°330瓶,起拍价 87780 元。

11.私藏酒140瓶,起拍价 16660元。

12.上海庙镇鄂托克西街马兰花酒店1-106室，证号为蒙（2017）鄂前旗不动产权第 0002855 号，面积 114.21 平方米，宗地面

积1745平方米，起拍价 456764 元。

13.上海庙镇鄂托克西街马兰花酒店 1-104 室，证号蒙（2018）鄂前旗不动产权第 000622 号，面积 114.21 平方米，起拍价

456764 元。

14. 鄂前旗敖镇大沙头旅游村美食街 1，证号为蒙房权证鄂前旗字第 133031300724 号，面积 1533.54 平方米，起拍价

4784644.8元。

15. 鄂前旗敖镇大沙头旅游村美食街 2，证号为蒙房权证鄂前旗字第 133031300725 号，面积 442.82 平方米，起拍价

1381598.4 元。

16. 鄂前旗敖镇大沙头旅游村美食街 3，证号为蒙房权证鄂前旗字第 133031300726 号，面积 408.09 平方米，起拍价

1567065.6元。

17. 鄂前旗敖镇大沙头旅游村美食街 5，证号为蒙房权证鄂前旗字第 133031300728 号，面积 821.21 平方米，起拍价

2562175.2 元。

18. 鄂前旗敖镇大沙头旅游村美食街 6，证号为蒙房权证鄂前旗字第 133031300729 号，面积 821.21 平方米，起拍价

2562175.2 元。

19. 鄂前旗敖镇大沙头旅游村美食街 7，证号为蒙房权证鄂前旗字第 133031300730 号，面积 936.43 平方米，起拍价

3595891.2 元。

20. 鄂前旗敖镇大沙头旅游村美食街 8，证号为蒙房权证鄂前旗字第 133031300731 号，面积 653.04 平方米，起拍价

2507673.6元。

21. 鄂前旗敖镇大沙头旅游村美食街 1，证号为蒙房权证鄂前旗字第 133031300720 号，面积 423.88 平方米，起拍价

1627699.2 元。

22.鄂前旗敖镇大沙头旅游村美食街 4，证号为蒙房权证鄂前旗字第 133031300723 号，面积 767.8 平方米，起拍价 2948352

元。

23.鄂前旗沙日塔拉东街，商业证号为蒙房权证鄂前旗字第 133031301491 号，面积 146.23平方米，起拍价729863.18 元。

24. 乌审旗嘎鲁图镇南物流园区商业房，证号为蒙（2019）乌审旗不动产权第 0002028 号，面积 5400平方米，宗地面积

47031.27平方米，在建工程面积10073.22 平方米，起拍价 28956743.4 元。

25. 乌审旗嘎鲁图镇南物流园区商业房，证号为蒙（2019）乌审旗不动产权第 0002037 号，面积 237.41 平方米，起拍价

512805.6 元。

26. 乌审旗嘎鲁图镇南物流园区商业房，证号为蒙（2019）乌审旗不动产权第 0002038 号，面积 223.02 平方米，起拍价

481723.2 元。

27.乌审旗嘎鲁图镇南物流园区商业房，证号为蒙（2019）乌审旗不动产权第0002039号，面积 217.44㎡，起拍价469670.4 元。

本次拍卖标的均以现状拍卖并有保留价,意向竞买人就标的情况主动向相关部门咨询，了解标的过户可能涉及的税、费和相

关法律规定。有意竞买者请携带有效证件及各标的约 10%的保证金（取整数）以现金或转账交至：鄂尔多斯市联兴拍卖有限责任公

司，账号：8204701220000000002604；开户行：内蒙古杭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号：402205681233。加微信 425651447

传报名资料；报名、交保证金及展示时间从发布公告之日起至 2021 年 07 月 06 日 17:00时止，展示均在标的所在地，其他详见网

络公告及拍卖文件为准。

电话: 13947770115 0477-8339934

查看标的电话：18647776177 17804973198 鄂尔多斯市联兴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资料图片

本报讯 6 月 10 日，中国人民

银行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227.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8.3%，当月人民

币贷款增加 1.5 万亿元，社会融资

规模增量为 1.92 万亿元。专家认

为，5 月份货币信贷对实体经济支

持力度继续保持稳固。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

彬认为，在上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回

落较快形势下，5 月份新增人民币

贷款规模和结构都相对稳定，略超

市场预期，体现了信贷对实体经济

的支持力度不减。

温彬表示，从结构上看，居民

部门和企业部门贷款增量与上月

和去年同期均基本相当，新增结构

占比基本稳定。居民部门短期贷款

新增 1806亿元，较上月有所回升；

中长期贷款新增 4426 亿元，略少

于上月和去年同期，体现了房地产

调控政策收紧、房贷利率上行等或

对按揭贷款形成一定限制，但少增

规模有限体现了居民仍有一定购

房需求。企业部门短期贷款减少

644 亿元，票据融资新增 1538 亿

元，比上月和去年同期均少增，说

明近期严查短期经营性贷款流入

房地产市场或持续发挥效果。企业

部门中长期贷款新增 6528 亿元，

比上月少增 77 亿元，但比去年同

期多增 1223 亿元，新增结构基本

保持稳定。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

雷认为，前 5个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10.6 万亿元，同比多增 3590 亿元，

继续保持同比多增态势。5月份新

增人民币贷款 1.5 万亿元，在去年

应对疫情期间的高基数基础上多

增 143 亿元，比 2019 年同期多增

3127 亿元，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得到

较强支撑。

货币信贷支持力度稳固还可

以从M2 和社融数据上体现出来。

李迅雷表示，M2 和社会融资规模

增速保持平稳，同名义经济增速基

本匹配。5 月末 M2 同比增长

8.3%，比 4 月末回升了 0.2 个百分

点；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为 11%，虽

然较 4月末有所回落，但已连续 15

个月保持在 11%以上的较高增速。

“M2 的回升体现了信贷派生

能力增强。一方面，5月份新增人民

币贷款 1.5 万亿元，好于上月和去

年同期，提升了货币派生能力。另

一方面，5月是传统缴税大月，5 月

份新增财政存款 9257 亿元，虽比

上月多增 3480亿元，但比去年同

期少增 3843 亿元，相当于货币回

笼力度同比有所减弱，对 M2 增速

回升亦有一定贡献。”温彬说。

社融方面，初步统计 5 月份社

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1.92 万亿元，比

上年同期少 1.27 万亿元，比 2019

年同期多 2081亿元。

“去年疫情期间，企业额外融

资需求较多，金融机构予以充分满

足，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明显高于正

常年份。今年企业经营状况好转

了，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相应回落一

些也很正常。”李迅雷认为，从结构

看，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

民币贷款合理增长，股票融资增速

持续走高，表明间接融资和直接融

资共同发力支持实体经济。

温彬表示，综合来看，M2增速

较上月有所回升，新增人民币贷款

规模和结构基本稳定，体现了金融

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社融存量增速

回落，新增社融出现结构性收紧，

体现了防风险和调结构的要求。

当前，季末临近，流动性表现

出一定边际收紧，广谱利率有所上

升，信用环境有所收紧，叠加近期

我国 PPI 加快增长，因此，政策会

否转向的问题引发市场担忧。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

周茂华表示，目前，国内经济处于

恢复期，海外需求走势仍存在不确

定性，国内部分行业复苏不够均

衡、基础不够稳固，仍需要一定政

策支持。同时，大宗商品价格走高，

防范局部潜在风险，需要国内政策

保持稳定。

“考虑到我国经济运行在合理

区间内，在潜在产出水平附近，物

价走势整体可控，货币政策要与新

发展阶段相适应，坚持稳字当头，

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尤其是

注重跨周期的供求平衡，把握好政

策的力度和节奏。”中国人民银行

行长易纲日前在第十三届陆家嘴

论坛上表示。

姚进

多位参会者就碳达峰、碳中和

话题进行了探讨。在业内人士看

来，我国未来碳减排的压力较大，

但清洁能源的占比在迅速提高，基

础较好。要通过金融助力碳达峰、

碳中和，应基于碳交易市场的功能

建设，探索专门的碳金融产品甚至

是设立碳金融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桂平

表示，人民银行正在抓紧研究设立

直达碳减排领域的碳减排支持工

具，通过向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提

供低成本资金，支持金融机构为具

有显著碳减排效应的项目提供优

惠利率融资。

清洁能源占比迅速提高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处

于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经济

将在较长一段时期保持中高速增

长，人均能源需求尚有较大上

升空间，未来碳减排的压力较

大。”刘桂平表示，我国从碳达

峰到碳中和仅有 30 年的时间，远

低于欧美国家 50 年至 70 年的时

间。

虽然碳达峰、碳中和的任务艰

巨，但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舒印彪表示，

还是要树立信心，因为我国有很好

的基础。过去的十年，我国清洁能

源的占比在迅速提高，我国清洁能

源的发电量从 17%提高到 32%；煤

炭的消费占比持续下降，过去十年

煤炭的消费占比从 70%下降到

56.8%；2020 年底我国风电、太阳

能发电的装机分别是 2.8 亿千瓦和

2.5 亿千瓦，分别占世界的 34%和

31%。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认

为，从已有的进展和发展趋势来

看，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实际上是推

动碳中和最主要的动力，因为绿色

低碳化、数字智能化相互交织、相

互促进，在共同推进经济社会的绿

色低碳转型和碳中和过程中将起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能源领

域的技术和体系变革起着至关重

要的决定性作用，核心就是能效水

平的全面提高和绿色低碳能源的

全面替代。

蕴藏巨大投资机会

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

中，金融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首席执行官

David SCHWIMMER 表示，资本

市场要把发行商、投资人的利益和

气候变化的目标结合在一起，这样

才有足够的资金进入绿色经济中，

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加速资金流动。

刘桂平表示，绿色投资是典型

的跨期投资，周期长、不确定性高、

风险大，亟需运用各种风险管理工

具和方法，金融市场已经有很多成

熟的风险管理工具和运作模式。按

照金融市场的逻辑来管理碳市场，

有利于实现有效的跨周期配置和

套期保值，金融系统将积极配合、

主动适应碳市场建设需要，有效平

衡好绿色低碳投资中激励、跨期和

风险管理间的关系。

“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和碳中

和系统性变革，毫无疑问需要进行

大量投资，对中国而言，可能涉及

到数百万亿元的投资规模，需要成

本合理、财务可持续的绿色金融服

务以及激励有效的绿色金融生态

来满足如此巨大的融资需要。”徐

林表示，这不仅需要通过金融创新

来提供更加多样化的绿色金融产

品和服务，形成不同金融产品相互

配合，还应该基于碳交易市场的功

能建设，探索专门的碳金融产品甚

至设立碳金融机构。

刘桂平指出，人民银行正在抓

紧研究设立直达碳减排领域的碳

减排支持工具，通过向符合条件的

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金

融机构为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的

项目提供优惠利率融资。

刘桂平强调，要冷静理性促进

绿色低碳转型行稳致远。根据国内

外主流机构的测算，碳达峰、碳中

和需要的资金投入规模大概在 150

万亿元至 300 万亿元之间，相当于

年均投资 3.75 万亿元至 7.5 万亿

元，巨量的资金需求背后蕴藏着巨

大的投资机会，各类投资风口不断

涌现。各方要认真做好产能预警与

风险监测，真正做到上下贯通、左

右均衡、进退有序，协力保障绿色

发展行稳致远。 据《中国证券报》

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得到较强支撑
人民币贷款继续保持同比多增态势———

百万亿投资风口将至 金融市场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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