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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报数据看，过去一年，

上市银行持续加大信贷投放，着

力服务实体经济。2024 年，工、

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新增贷

款合计超 8 万亿元。其中，工行

和农行新增贷款均超 2万亿元。

从多家银行的年报数据看，

国家重大战略、重点领域依然是

信贷投放的重点，制造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养老产业等领域贷

款增长较快。

年报显示，截至 2024 年末，

工行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超

过 3.1万亿元，中行战略性新兴产

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6.31％，建

行投向制造业的贷款余额为 3.04
万亿元，农行制造业中长期贷

款余额同比增长 20.2％。

与此同时，科技型企业获得

越来越多的资金青睐。截至

2024年末，建行科技相关产业贷

款余额超 3.5 万亿元，工行专精

特新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

超 54％，光大银行科技型企业贷

款余额同比增长 42.1％。

数据攀升的背后，是银行加

快构建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

技金融体制机制：工行在全国设

立 25 家区域性科技金融中心，

农行的科技专业支行数量已接

近 300 家，中行设立中银科创母

基金……

尽管如此，不少科技型中小

企业仍面临融资难题。记者从

多家银行的业绩发布会上了解

到，银行业将持续深化“股贷债

保”综合金融服务体系，优化专

属性产品，以满足各类创新主体

差异化的融资需求。

从上市银行资金流向
看中国经济发展活力

新华社记者 吴雨 李延霞 张千千

上市银行 2024 年业绩报告近期陆续出
炉。作为企业和居民融资的主渠道，银行的资
金流向引人关注。钱去哪儿了？折射出我国经
济发展哪些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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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 2日电 《经济参考

报》4 月 2 日刊发记者梁倩采写的文章

《推进住房租赁机构化 助力提供更多

“好房子”》。文章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适应人民群众高品质居住需

要”“推动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

‘好房子’”。日前发布的《2025中国城市

长租市场发展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

书”）指出，通过多主体、多渠道共同推动

“优化存量、提高质量”成为破解供需矛

盾、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路径，而机构化

则被看作是住房租赁消存量、优质量、稳

健发展的确定选择。

该蓝皮书由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

心、自如研究院、新华网文化产业研究院

共同参与调研编撰。其中，我国长租机

构头部企业自如管理房源近 100万间，为

近百万业主、500万次租客提供服务。

蓝皮书指出，当前我国城市住房租

赁市场正经历向“存量优化”的结构性转

变。一方面，在近 2.6亿的全国租房人口

中，主流置业人群正在回归租房市场；另

一方面，当前以个人业主房源等为主的

住房租赁市场，供给侧的滞后性问题开

始显现。

当前，租房人口规模持续扩大，租房

人口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蓝皮书数

据显示，四大一线城市中租房人口规模

接近 4000 万人，占比接近 50％。在全国

40 个重点城市的租赁市场中，35 岁以上

的租客占比达到 35％以上，较 2021 年增

长了 4.9个百分点，成为所有年龄层租客

中占比提升最快的群体。

35 岁以上主流置业人群的回流，带

动了改善型居住需求从购房市场流向

租房市场。蓝皮书调研显示，“室内环

境舒适、房屋品质高、周边交通便利”是

租客衡量租住品质最关注的因素。为

了获得更好的租住体验，有超四成租客

愿为“质量更好的基础装修”增加预

算。值得注意的是，超半数租客可接受

5 年以上的租房生活，近 20％租客接受

租房 10年以上。

面对快速升级的市场新需求，房源

供给却稍显滞后。蓝皮书指出，目前市

场上房源普遍存在装修老旧、配套缺失、

服务不足等痛点，与租客对品质、舒适、

安全、智能化的需求形成了“产品错配”

“服务错配”“运营错配”三大结构性错

配。面对不断增长的品质租房需求，全

国超 6000万套潜在可用于出租房源亟待

提质改造、激活价值。把存量住房改造

成“好房子”，成为住房租赁市场优化供

给的当务之急。

目前，在我国住房租赁市场中，供应

主体 90％以上是个人出租。蓝皮书调研

显示，个人业主手中的房源普遍存在“老

旧”问题，超 50％房源房龄超 10年以上，

超 20％房龄已有 20 年以上。由此，长期

空置、中介平台不规范、房子持续“出问

题”、租金收益不及预期以及租客拖欠费

用，成为困扰城市业主的主要痛点。

蓝皮书显示，机构化长租房产品形

态、居住生态不断丰富，市场占比稳步提

升。据机构数据显示，集中式长租公寓

TOP30 企业累计开业房源量达 122.6 万

间，集中式租赁社区管理规模超过 3 万

间的运营机构占比达到 14％。

与此同时，国家也持续通过金融支

持、税收优惠、土地供应等举措，大力推

动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尤其是鼓励保

租房运营引入长租机构模式、产品、服

务、科技运营能力。

聚焦重点领域发力 科技型企业“吸金”多

信贷是释放百姓消费活力

的推动力量。在提振消费背景

下，银行业积极挖潜汽车、家电

等传统消费，发力培育文旅、养

老等新型消费场景，加大个人消

费贷款的投放力度。

年报显示，截至 2024 年末，

交行个人消费贷款较上年末增

加 1568亿元，增幅 90.44％；农行

个人消费贷款较上年末增加

2943亿元，增长 28.3％；建行个人

消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5.21％，

信用卡贷款余额突破 1 万亿元；

招商银行消费贷款余额 3961.61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31.38％。

与此同时，不少银行聚焦居

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平稳

投放个人住房贷款。2024年末，

建行个人住房贷款客户突破

1500 万户，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6.19 万亿元；中信银行个人住房

贷款较上年末增加 614.1 亿元，

增量居于同业前列。

去年四季度以来，房地产政

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房地产市

场出现积极变化，这也从金融领

域得到印证。

建设银行副行长纪志宏介

绍，去年四季度建行个人住房贷

款日均受理量环比提升 73％，同

比提升 35％。今年以来，建行个

人住房贷款的受理量、投放量延

续良好势头，一季度提前还款较

上季度继续下降。

随着提振消费政策陆续出

台，消费金融市场正迎来新一轮

发展机遇。西南财经大学中国

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青马认为，

金融与财政贴息、减税降费等政

策共同发力，将引导金融机构持

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为消费注

入源头活水。

招商银行在年报中明确，将

深入挖掘国家政策鼓励的升级

型消费场景及个人或家庭综合

消费场景，稳健发展消费信贷类

业务。工行在业绩发布会上透

露，将积极对接首发经济、冰雪

经济、银发经济等经济新业态，

持续推动释放消费潜力、畅通经

济循环。

助力促消费扩内需 个人消费贷款增势良好

在业绩发布会上，多家银

行释放了保持贷款投放稳定增

长的信号，将为实体经济发展提

供稳固、有力、可持续的资金支

持。

工行表示，未来三年计划

为民企提供投融资不低于 6 万

亿元，支持企业坚守主业、做强

实业。农行表示，2025 年将以

服务实体经济为主线，预计今年

末民营企业贷款余额将超过 7.5
万亿元，普惠贷款增速将继续高

于全行各项贷款的平均水平。

梳理多家银行释放的信息，

围绕支持实体经济，今年信贷投

放的重点领域逐渐明晰——

交行表示，2025 年计划投

放对公信贷增量 4800 亿元，投

向重大项目、制造业、乡村振

兴、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符合政策

导向的重点领域。

建行表示，2025 年将进一

步提升“五篇大文章”及零售信

贷占比，加强对能源、工业、交

通等重点领域的绿色信贷支持，

继续做好“两重”项目和基建等

领域的金融供给。

光大银行透露，今年在科

技、绿色、普惠、制造业、民营、

涉农等领域的信贷支持，将占对

公信贷增量计划的 70％以上。

“今年实施更加积极的财

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宏观调控的力度会进一步加大，

这为银行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外部环境。”农业银行行长王志

恒说，2025 年将把握好乡村振

兴、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绿色低

碳转型、提振消费等战略机遇，

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

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

专家表示，银行紧跟宏观

经济的导向，深入挖掘有效信

贷需求，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

精准性和适配性，将持续为实

体经济提供高效率、高质量的

资金支持。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深挖信贷增长点 为实体经济提供有力金融支持

3 月 28 日，在中关村展示中

心常设展内，人形机器人在向参

观者“比心”。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