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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 2 日发布公告

称，决定自统计 2025 年 1 月份数据

起，启用新修订的狭义货币（M1）统
计口径。此次 M1“纳新”，有两项

流动性强的金融工具被纳入新统计

口径。这是出于何种考虑？又将带

来哪些影响？

货币供应量是某一时点承担

流通和支付手段的金融工具的总

和，是金融统计和分析的重要指

标。我国向社会公布的货币供应

量统计表，按照流通中便利程度的

不同，将货币供应量分为流通中货

币（M0）、狭义货币（M1）、广义货

币（M2）。
在修订前，M1 包括 M0、单位

活期存款；M2 包括 M1、单位定期

和其他存款、个人存款、非存款类

金融机构存款、非存款机构部门持

有的货币市场基金份额。中国人

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修订

后，M1 将包括 M0、单位活期存款、

个人活期存款、非银行支付机构客

户备付金。

也就是说，中国人民银行将把

个人活期存款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客

户备付金，这两项流动性强的金融

工具纳入M1统计。

为什么要调整M1的统计口径呢？

其实，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并

非一成不变，主要根据金融工具的

流动性、与经济的匹配度动态调

整。中国人民银行一直非常重视对

货币供应量口径的调整，M2的统计

口径就经过逐步拓展，先后纳入了

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货币市场

基金份额等。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创

新迅速发展，金融工具的流动性发

生了重大变化，符合货币供应量特

别是 M1 统计定义的金融产品范畴

发生了演变，需要考虑对货币供应

量的统计口径进行动态完善。

在现行 M1 的基础上，为啥要

进一步纳入个人活期存款、非银行

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

在创设 M1 时，我国还没有个

人银行卡，更无移动支付体系，个人

活期存款无法用于即时转账支付，

因此未包含在M1中。

“随着支付手段的快速发展，

目前个人活期存款已具备转账支付

功能，无需取现可随时用于支付，与

单位活期存款流动性相同，应将其

计入 M1。”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

人说。

至于非银行支付机构客户备

付金，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2024 年
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

有所解释。报告称，网络支付快速

发展，非银行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

在日常支付中被广泛使用，具有与

活期存款相同的货币属性，也可同

步研究纳入M1统计。

“从国际上看，主要经济体 M1
统计口径大都包含个人活期性质的

存款及其他高流动性的支付工具。”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说。

记者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

于 2025年 1月份起按修订后口径统

计M1，预计将于 2月上旬向社会公

布。在首次公布的同时，还将公布

2024 年 1 月份以来修订后的 M1 余

额和增长速度数据。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

当日举行的 2024 中国金融学会学

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表

示，中国人民银行将优化货币供应

量统计，并加强对 M2 等各层次货

币供应量和社会流动性的监测。明

年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坚持支持性

的货币政策立场和政策取向，综合

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大逆周

期调控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新华社北京 12 月 3 日电《中国

证券报》3 日刊发文章《抢抓“冷”商

机 消费市场暖意浓》。文章称，入冬

以来，“暖经济”逐渐升温。近期，从

保暖服饰到取暖设备，再到热气腾腾

的美食，衣、食、住、行等行业的冬季

产品迎来消费旺季，众多商家紧盯消

费需求，抓住“冷”商机，为消费市场

增添浓浓暖意。

保暖服饰站上风口

近期，随着气温进一步降低，羽

绒服、大衣、毛衣等冬衣成为人们御

寒的必备之物。（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11月 29日，在北京朝阳大悦城一

家保暖衣物品牌店内，孙女士正在试

穿最新款的羽绒服。“前两天降温太

快，最低气温眨眼间就降到零下，我

赶紧来添置两件厚衣服。”孙女士告

诉记者。

在各网购平台上，御寒服饰近期

销售数据也颇为亮眼。拼多多数据

显示，11 月以来，羽绒服、保暖内衣、

秋衣秋裤等品类的搜索量同比增长

150％，东北地区订单量同比增长

80％。唯品会数据显示，11 月下旬以

来，女士羽绒服、儿童保暖内衣等品

类已经跻身平台细分品类销量前五

名，儿童羽绒服、男士羽绒服近期销

量也持续增长。

取暖家电热销
取暖设备近期也成为抢手货。

苏宁易购数据显示，11月中旬以

来，暖风机、踢脚线式电暖器等产品

销 量 不 断 提 升 ，同 比 增 长 均 超 过

50％。

南京苏宁易购大桥北路店导购

员介绍，立冬以来，进店购买取暖设

备的用户越来越多。其中，踢脚线式

电暖产品凭借移动便捷、安全性能强

以及外观简洁等优点，最受用户青

睐，成为线下取暖单品之王。

从消费特点看，苏宁易购相关负

责人表示，当下消费者既注重取暖速

度，也注重舒适度。苏宁易购数据显

示，不少消费者选择“发热快”“风口

大”的高塔暖风机产品。

京东数据显示，今年“双十一”期

间，一些“取暖神器”迎来热销。发热

坐垫、智能保温杯成交额同比增长逾

5 倍，电热毯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

120％。

“暖”餐饮人气旺
随着气温逐渐转凉，吃一口热气

腾腾的美食成为不少消费者的选择，

火锅、热饮等纷纷迎来销售小高峰。

临近吃饭时间，北京朝阳区一家

“网红”火锅店内已座无虚席，门口也

聚集了不少排队等待叫号的食客。

“要是现在排队的话，估计要等两个

小时。”店内工作人员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虽然我们店的客人一直不

少，但近期气温明显降低，店里的客

流明显增多，排队等位的时间也越来

越长。此前客人差不多要等半个小

时到一个小时，最近基本上要等两个

小时以上。”

不仅火锅受热捧，夏日最爱的

“冰美式”也已被暖心暖胃的热饮取

代。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许多茶

饮品牌近期纷纷推出新的热饮产品

供消费者选择。

在北京朝阳大悦城一家奶茶店

内，一排制作完成的饮品等待取用。

与此同时，新订单不断涌入，服务员忙

得不可开交。“最近，店里推出一款中

式蜜桃乌龙热饮很受欢迎。仅今天上

午，我们就制作了近百杯。这几天降

温，热饮消费明显增加，点单高峰会一

直持续到晚上。”服务员一边制作奶

茶，一边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

美团数据显示，11月 9日至 11月
23 日，全国砂锅菜、炖品外卖的搜索

量分别同比增长 278.5％、185.7％。火

锅、热 奶 茶 的 外 卖 销 量 同 比 增 长

77％、20％。

多位专家表示，抓住冬日“冷”商

机，巧妙利用寒冷季节特有的需求激

发市场活力，不仅有利于促进经济增

长、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还可以

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契机。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记

者 戴小河）国家管网集团 2 日宣

布，我国单管输气量最大的天然气

管道——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全

线贯通，年输气能力增至 380亿立

方米，达到最高水平。这标志着我

国东部能源战略通道全面建成。

中俄东线是继中亚管道、中

缅管道后向我国供气的第三条跨

境天然气长输管道，是我国四大

能源战略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俄东线北起黑龙江黑河，南至

上海，全长 5111 公里，分北段（黑

龙江黑河—吉林长岭）、中段（吉

林长岭—河北永清）、南段（河北

永清—上海）三段建设。自 2019
年 12 月北段率先投产通气以来，

中俄东线吉林长岭至江苏泰兴各

段先后投产通气，年输气量从投

产之初的 50 亿立方米提至目前

380 亿立方米的最高水平。本次

投产通气的南通—甪直段，是中

俄东线南段最后一段新建管道，

标志着中俄东线全线贯通，实现

“北气南下”直抵上海，并通过与

西气东输管道系统联通，进一步

覆盖浙江、安徽等地。

全线贯通的同时，中俄东线

与东北管网、陕京管道系统、西气

东输管道系统、沿海多座液化天然

气接收站等实现互联互通，有效增

强我国东部地区天然气供应能力

和应急调峰保障能力，对“十四五”

期间构建我国天然气管网“四大战略通

道＋五纵五横”新格局、更好保障国家

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中俄东线天然气市场覆盖我国东

三省、环渤海、长三角等地区。自 2019
年 12 月北段投产通气以来，中俄东线

累计输气量突破 800亿立方米，不仅形

成了新的全国供气格局，使天然气供

应渠道更加多元，还带动了沿线产业

转型升级，为我国东部地区高质量发

展注入强劲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