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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评论▶▶

受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预期不断增强、国
内流动性压力日渐增大等多重因素冲击，本周
首个交易日 A 股出现罕见暴跌。上证综指失
守2000点整数位，创下近四年单日最大跌幅；
深证成指跌幅则逾6%。

上证综指当日以2068.86点的全天高点小
幅低开，全天基本呈现单边下行走势，午后跌破
2000点整数位后下行速度有所加快。尾盘沪
指触及1958.40点的最低点后，以1963.23点报
收，较前一交易日大跌 109.86 点，跌幅高达
5.30%，创下自2009年8月31日以来的最大单
日跌幅。

深证成指大跌 547.52 点至 7588.52 点，跌
幅高达6.73%。

股指暴跌的同时，沪深两市个股普跌，仅不
足 70 只个股上涨。不计算 ST 个股和未股改
股，两市6只个股涨停，跌停个股近200只。

权重指标股全线大幅下跌。在总市值排名
前30位的个股中，民生银行、兴业银行、海通证
券、平安银行跌停。

与前一交易日相比，当日沪深两市成交明
显放大，分别达880亿元和916亿元，总量接近

1800亿元，显示市场出现一定恐慌情绪。
近日银行“钱荒”事件报道频见各大媒体，有

股评分析人士认为，正是银行间市场的恐慌情绪
传染到股市，引起股票下跌。

中国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表示，银行股的
暴跌和“钱荒”是有联系的。叶檀认为现在银行
拆借利率确实太高，这对银行造成了直接的打
击，使得银行的流动性升级。股票下跌比较厉
害的这些中小银行在同业拆借业务方面做得非
常激进。像一度跌停的民生银行和兴业银行，
因为它们在债券回购和逆回购中过于激进，负
债率过高。大家都相信大型银行有中央政府隐
形的信用作为支撑，但是中小银行缺乏这一点，
恐慌情绪也就来得更加强烈。

知名财经时评家侯宁则认为，对短线投资
者而言，股市大跌绝对是恐怖的一劫，对许多
刚刚入市的新股民而言，这种暴跌风险也相当
可怕。但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股市而言，如果不
经历这一劫，没有几次这样的阵痛，银行业还
不能为实体经济服务而继续空转获利的话，就
难以走上转型之路。

（据新华社、人民网）

“钱荒”导致银行股领跌

沪指罕见暴跌，又回到“1”时代

银行频现“钱荒” 股市跟风暴跌

进入6月下旬，各大银行“抢钱”进
入白热化，理财产品收益率飙升，送大
米、送油已是“小恩小惠”，甚至有银行

“存100万元返现2万元，按100万元照
给收益”。

上海市民高先生近日接连收到多
家银行发来的理财产品营销短信，收益
率达5%的比比皆是。“有一家银行推出
了 41 天期的短期理财产品，收益率达
7%，我一大早去银行排队，结果还是没
抢到。”

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建设银行近
日发行的一款33天期理财产品，预期年
化收益率能创下7.39%新高；仅隔数天，
招商银行就推出一款100万元起步的理
财产品，收益率竟然高达12%！

“银行短期资金流动性突然紧张，
只好用较高的收益来吸引投资者口袋
中的资金。”上海某城商行投行部人士
说，哪家银行推出的理财产品收益率越
高，基本就可以说明哪家银行越缺钱。

银行间市场资金紧张引发了一系
列连锁反应。24日，沪深股市开盘即直
线下挫，跌破2000点重回“1时代”。一些
货币基金也遭遇十几亿元的巨量赎回。

值得关注的是，部分银行还可能面
临理财产品兑付压力。国际评级机构
惠誉发布报告指出，中国金融领域持续
的流动性紧张可能会使一些银行在理
财产品到期后按时履约的能力受到制
约。在6月的最后10天，将有超过人民
币 1.5 万亿元的理财产品到期，届时银
行资金面又将迎来考验。

在很多人看来不差钱的中国银行
业，频现“手头紧”。6 月 20 日，上海银
行间同业隔夜拆借利率大幅飙升至
13.44%，盘中更是一度达 30%，创下历
史新高。“这是银行跟银行借起了‘高利
贷’。”一位业内人士调侃说。

然而，银行真的缺钱吗？
实际上，今年货币供应和社会融资

总量增速较快，5月我国M2（广义货币供
应量）同比增长15.8%，人民币存款余额
逼近百万亿元大关，前5个月社会融资规
模达 9.11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3.12 万
亿元。

“内地银行业当前出现的‘钱荒’现
象，是过去几年商业银行随心所欲扩张
自己的业务规模，达到一个极点后集中
爆发的表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
研究所所长张承惠说。

业内专家认为，除了热钱流入减速、
半年考核时点等原因之外，当前流动性
紧张的原因之一，就是银行一面疯狂放
贷，一面通过大量的理财产品，把信贷隐
藏到“影子”里，进而流向地方融资平台、
房地产等受调控领域。

某开发商愿意以 14%的成本融资，
通过中间人找到银行，中间人收4%的中

介费，银行收4%管理费，给券商、信托等
非银行金融机构1%的通道费，做了一个
预期收益率为5%的理财产品。这个广
为流传的段子虽然有些夸张，却真实地
反映了融资链条上各方的话语权，而理
财产品购买者往往成为风险的最后承
担者。

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
示，我国利率尚没有市场化，银行以低成
本获取资金，以高息放贷赚差价。为了
提高利润，就不断加杠杆——原来赚1%
的利润，杠杆放大10倍就能赚10%。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12 年年底，
我国银行理财产品余额7.1万亿元，信托
产品 7.47 万亿元，保险资产 7.4 万亿元，
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1.89万亿元。

“如此庞大的财富管理市场却是‘虚
胖’，并没有真正创造社会财富。金融机
构为了追逐利润，把资金引向高收益、高
风险的投资领域，如中西部一些地方融

资平台愿意以 18%的成本发行信托产
品。”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操作，银行信贷
资产变成了“理财产品”“信托”“券商资
产管理”等，轻松逃避了监管。银行为了
利润就可以进一步放大杠杆，疯狂搞同
业拆借，拼命发售理财产品，乐此不疲地
搞资金池，肆无忌惮玩短债长投等“走钢
丝”游戏。

“银行依靠垄断牌照，联合信托、券
商等金融机构玩起了‘空手道’，他们各
自在这一融资链条上切取蛋糕，坐享丰
厚利润。”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
院长刘胜军说，“大量的资金在金融体系
内部空转，左手倒右手，却没有进入实体
经济。”

这套“金融空手道”的危害不容忽
视，资金在各个金融机构间循环往复获
取利润，不仅提高了中国实体经济经营
者的融资成本，也使风险不断积聚。

记者昨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央
行日前下发通知，指出当前我国银行体
系流动性总体处于合理水平，要求各金
融机构强化流动性管理，促进货币环境
稳定。

意味深长的是，面对来势汹汹的“钱
荒”，央行安之若素，并没有释放更多的
流动性。这一调控指向似乎在暗示，中
国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由简单的数量调
控逐渐转向质量和结构的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认为，
我们的信用扩张必须跟实体经济的发展
相匹配，否则容易引发金融危机乃至整
个经济危机。

“从源头上控制中国经济杠杆率过

快上升势头，降低投资冲动，对于抑制资
产泡沫、控制金融风险变得尤为重要。”
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说。

业内人士认为，央行面对“钱荒”坚
持不“放水”，是对一些热衷炒资金的银
行示警，本质上是要把钱逼进实体经济，
不要再玩“高利贷式”空转。持续乱烧钱
维持的低效益增长难以为继，银行应把
信贷资源配置到推动结构调整产业升级
的领域中去。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
勇表示，央行的举动耐人寻味，其实中
国经济最大问题就是“流弹”太多，大量
货币没有击中靶心，而是流向资产泡
沫、产能过剩等领域。此轮“钱荒”并非

因为货币政策收紧，而是要商业银行
更审慎地对待风险控制、改进流动性
管理。

“监管层是想逐步降低货币投放增
速，挤压错配、过度杠杆化的资金，引导
资金从金融体系流入实体经济。从我国
的实际情况来看，这并不会引发系统性
风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
副所长巴曙松说。

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会议提出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
增量、盘活存量，更有力支持经济转型升
级。“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或许是对当
前“钱荒”饶有深意的注解。

（据新华社上海6月24日电）

1.你认为中国银行业目前真的“缺钱”吗？
A 不缺，M2存量100多万亿元，怎么会缺钱 80.28% 83694 票
B 缺，热钱撤离，股市下跌等说明资金紧张 15.86% 16539票
C 说不好 3.86% 4023票

2.你觉得银行为什么闹钱荒？
A 金融监管加强，银行存贷紧张 21.85% 22772票
B 央行严控货币量，市场没钱 7.49% 7804票
C 热钱撤离，新兴国家资金外流 16.9% 17612 票
D 银行其实不缺钱，为逼央行出手 49.13% 51206票
E 说不好 4.63% 4823票

3.你认为央行应不应该出手？
A 央行要出手，缓解流动性紧张 9.26% 9791 票
B 不应出手，支持铁血“纠偏” 85.74% 90650 票
C 说不好 5% 5291 票

银行“手头紧”
理财来救场 银行、信托、券商们的“金融空手道”

狙击货币“流弹” 把资金逼进实体经济

银行真的 ？缺钱

钱荒，心慌！近日，原本财大气
粗的银行竟然也闹起了“钱荒”，除
了在银行间市场借起了“高利贷”，
还发行了大量高收益的短期理财产
品。记者采访发现，所谓“钱荒”背
后，是近年来银行的过度扩张和资
金结构性错配，大量资金没有进入
实体经济，而成了金融机构以钱生
钱的“空手道”游戏。

调查：
八成人认为银行不是真缺钱 （105935人参与）

（据《羊城晚报》）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由于投资者担忧美联

储收紧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24日亚太地区主要股市
多数继续下跌。

当天，中国香港股市恒生指数下跌 449.33 点，
收于 19813.98 点，跌幅为 2.22%。中国台北股市加
权 指 数 下 跌 35.28 点 ，收 于 7758.03 点 ，跌 幅 为
0.45%。

日本东京股市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下跌
167.35 点，收于 13062.78 点，跌幅为 1.26%。韩国首
尔股市综合指数下跌23.82点，收于1799.01点，跌幅
为1.31%。澳大利亚悉尼股市S＆P/ASX200股指下
跌 69.7 点，收于 4660.1 点，跌幅为 1.47%。新加坡股
市海峡时报指数下跌50.14点，收于3074.31点，跌幅
为 1.60%。菲律宾马尼拉股市主要股指下跌 211.12
点，收于5971.05点，跌幅为3.41%。印度孟买股市敏
感 30 指数下跌 233.35 点，收于 18540.89 点，跌幅为
1.24%。

亚太地区
主要股市多数下跌

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提出，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
稳定性、连续性的同时，逐步有序不停顿地推进改革，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更好地服务
实体经济发展。

“用好增量，盘活存量”，这一针对金融业发展的表
述首次出现在高层会议上，向外界传递出当前我国金
融调控的三层信号。

一是明确传递出当前我国货币调控的总思路，即
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摒弃靠货币信贷扩张和大规模
资金投入来拉动经济的发展老路。

二是传递出加大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的信
号。所谓“好”，即适当恰当，用好增量，就是要让金融
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把钱用在刀刃上。

三是向外界传递出加快金融改革、搞活金融市场
的信号。何谓“活”？生动而又富有活力。“活”的关键
在于改革，盘活存量就是要通过改革，让市场在金融资
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盘活存量，就是要加快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步
伐，让更多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鼓励民间资本参与
金融机构的重组改造，建设更多为中小企业服务的
金融机构。

实现经济的“好”与“活”，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
版的必然要求。金融是经济的血脉，坚持做到“用好
增量、盘活存量”，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将指
日可待。 （据新华网）

“用好增量、盘活存量”
传递金融调控三大信号

相关新闻▶▶

经济“升级”
须耐住考验

近日，传闻中国银行业“钱荒”被一些人解读
为“中国式金融危机”预演，加上第二季度以来经
济数据不够令人振奋，国际上唱衰中国经济的声
音再起。不过，理性的观察者相信，中国已经走上
打造经济“升级版”的道路，只是走这条路势必要
经历各种考验。

悲观论者认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着内忧外
患。内视之，前几年刺激经济政策的积极效果渐
消，后遗症渐显，地方债与影子银行问题进一步累
积，改革面临阻力重重。外观之，引爆本轮国际金
融危机的美国开始调整风向，美联储近日明确释
放逐步收紧流动性信号，持续 5 年多的“货币盛
宴”将在预期中淡出，前些年在新兴市场泛滥的美
元可能回流美国。

波澜起伏的经济现实考验着决策者调控经
济的能力与决心。早在去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
就指出，中国经济需要“实实在在”“没有水分”
的增长。分析人士认为，“挤水分”应当包括使
前期被财政和货币刺激水分泡大的经济回归常
态。经济增长需要新的动力，但这种动力应当是
来自经济肌体的内生动力，而非外部刺激下的虚
假繁荣。

经济波澜考验金融界的实力与勇气。金融
是经济晴雨表。有人说，从 2008 年国际金融危
机爆发以来，全球市场习惯了大宽松，银行业已
经患上“央行依赖症”，一些商业银行想当然以
为中央银行慷慨解囊会无限期。面对近日中国
银行业闹出的所谓流动性紧张，人民银行按兵不
动。事实上，中国广义货币位居世界第一，银行
业整体稳健，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处于高位，监管
审慎有力。央行与市场的博弈更多是在提醒，面
对国际经济风云，中国银行业要反思，要调整，
要改革。

经济波澜还考验着民众的理性与信心。中国
经济经过几十年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现在更需
要强调“质”而非“量”。对此，舆论已有共识。遍
观全球，中国经济增速无疑仍是亮点，就算有所减
缓，也在可承受范围之内，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自主选择与必经之路。

可以预见，中国经济未来的各种挑战还会不
断出现，但信心胜黄金，理性应对，练好内功，中国
经济大船终将破浪前行。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