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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指数显示：

上市公司去年表现

民企优于国企

新华社北京 5月 23日电
(记者 崔静) 全国工商联经
济部和中华财务咨询有限公
司23日共同发布2011年度“中
华工商上市公司财务指标指
数”。从2011年的主板及中小
板中民营与国有及其他类上
市公司指数的对比来看，民营
上市公司的表现基本优于国
有及其他类上市公司。

指数显示，从短期偿债与
长期偿债能力来看，民营上市
公司的平均流动比率比国有
及其他类上市公司高0 . 98个
百分点，平均资产负债率低
16 . 35个百分点；从营运能力
来看，民营上市公司平均总资
产周转率比国有及其他类上
市公司略低。

从盈利能力和成长能力
来看，民营上市公司的平均毛
利率比国有及其他类上市公
司高4 . 51个百分点，净利率高
2 . 38个百分点，平均营业收入
增长率高2 . 94个百分点。在整
体经济平稳增长的大环境下，
民营上市公司在效益方面优
于国有及其他类上市公司。

需求减少致

信贷萎缩
“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新

增贷款大幅萎缩。”省城一家股
份制银行相关人员对记者说，该
行近期对省内多地调研发现，受
经济下行、房地产受控、企业多
渠道融资等影响，贷款需求明显
减少。有消息称，5月前20天四大
行新增贷款仅340亿。

经济下行的趋势下，不少企业
订单减少、开工量不足，信贷需求
减少。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的经营
风险加大，银行纷纷上浮利率覆盖
风险，迫使企业转向民间借贷或者
干脆不贷。

“我们主要给供应链或产业园
区内的中小企业放贷，对于单一的
中小企业，放贷比较谨慎。”该人士
表示，尽管不少中小企业有信贷需
求，但是通不过信贷审查，仍然拿
不到贷款。

房地产贷款大幅减少，也是大
势所趋。该人士称，以威海一地为
例，当地不少企业涉足房地产，受
调控政策影响，一些企业贷款出现
逾期，影响了信誉。

此外，大中型企业的融资渠道
拓宽，不再仅仅依赖银行信贷资

金。上述人士称，如今企业直接融
资需求增长比较快，比如，通过发
行票据、企业债或者上市、增发等
渠道。相对于银行信贷来说，直接
融资成本更低。

投资加码

银行冷眼看
“经济下行、信贷萎缩，是否会

出台新一轮刺激计划？”不少人士
猜测。

4月份，全国投资和工业增加
值等同比增速急剧放缓。拉动经济
增长，仍需加大投资，但目前制造
业投资热情不高，房地产新开工投
资也在下滑，基建投资便成为“顶
梁柱”。

进入5月份，国家发改委加快
项目审批的迹象已很明显。发改委
网站显示，仅5月21日一天就有高
达100个项目获得批复。同时，全国
多个省份正在密集关注本省重点
项目建设情况，并集中批复一批大
项目。

对于这种“刺激”政策，银行却
表现得十分冷静。“上一轮4万亿的
刺激计划，导致了政府主导的银行
贷款猛增，部分贷款的风险性不容
低估；在平台贷款方面，监管上的
要求也更加严格了。”省内某银行

信贷部门人士称。
“对于基础建设投资，银行现

在表现得很谨慎，会进行仔细筛
选，不再像之前那样追着项目放贷
款。”这位银行人士称。此前一天，
他刚刚参加了省内某地的项目推
介会。他说，“近几年银行业保持了
高速增长，银行贷款规模不可能无
限制增长，应该适时兼顾规模和效
益。”

存款下滑

“泡沫”减少
银行信贷增长乏力的同时，存

款规模也进一步萎缩。
据接近国有大行的人士透露，

进入5月份存款流失仍在加剧，工、

农、中、建四大行存款下降2700亿
元。

省城一家股份制银行人士表
示，银行存款下降要从两方面来
看：首先，当前实体经济下行，存款
规模势必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
由于监管约束，银行存款规模中的
一些“水分”被逐渐挤出。

该人士称，以往银行通过贷转
存的手段，将存贷款规模迅速吹
大，比如贷款1亿紧接着会变成存
款。随着银监会“银行不得以贷转
存”的禁令，这种做法明显减少，存
款规模的“泡沫”也随之减少。

此外，银行的保证金存款规模
也在缩减。现在，监管部门要求保
证金存款规模不能超过一定的比
例，银行也在有意识地减少保证金
业务的规模。

需求萎缩致银行贷款增长乏力

投资忙“加码” 银行冷对待
本报记者 桑海波

欧元对人民币

中间价破8

创近10年新低

本报讯 23日上午消息，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 1欧
元对人民币中间价为7 . 9980，
跌破“8 . 0”整数关口，创2002

年6月以来的新低。
由于希腊等国家债务危

机愈演愈烈、欧洲经济复苏不
确定性导致欧元汇率持续下
跌。近期，欧元对人民币持续
徘徊于8 . 0关口上方，23日欧
元对人民币中间价大跌781基
点，终于破8。

一向对汇率波动颇为敏
感的外贸企业却对此反应平
平。因为对多数企业而言，欧
元贬值必然会产生汇兑风险，
其贬值打开的利于进口的窗
口，才更值得关心。 (辛财)

油价再度下跌 降价窗口6月8日或开启

油企纷纷下调汽柴油批发价
本报济南 5月 23日讯 (记者

刘红杰) 5月10日成品油降价刚
刚过去两周，国际油价的持续下
行再度引发市场油价下调的预
期。分析人士认为，按国际油价
目前的价格走势，成品油下调窗
口或于6月8日开启。在这样的市
场预期下，石化双雄和山东地炼
纷纷下调汽柴油批发价格，打起
了价格战。

金银岛资讯分析师靳婷告诉
记者，22日，山东地炼汽柴油价格

纷纷下跌。汽油方面，利津、瑞林、
华联、华龙、汇丰、鲁清和玉皇盛世
纷纷下调50-220元/吨不等；柴油
方面，垦利、华龙、中海沥青、京博、
恒源与玉皇盛世纷纷下调20-80
元/吨不等。

靳婷说，虽然当日东营个别炼
厂门前接货车辆增多，但是整体市
场仍显疲软，炼厂走货压力不减，
价格竞争十分激烈。因为，石化双
雄目前的批发价格十分灵活，大大
削弱了地炼资源的优势，对山东区

内资源的流动亦带来冲击。
卓创资讯分析师胡慧春表示，

自5月10日成品油价格下调后，受
到国际油价持续震荡下滑的影响，
三地原油变化率延续跌势，新一轮
下调预期渐起。“目前两大集团在
安徽、福建、江苏、天津等地展开了
激烈的汽柴油批发价格战，尤其是
安徽两大集团的汽柴油批发市场
价格战已到白热化阶段。”

胡慧春说，据卓创资讯数据模
型显示，若国际油价保持窄幅震

荡，照三地原油均价目前价位，预
计三地变化率将于5月25日(国内
时间本周六)跌破-4%。若后期原
油保持低位震荡，则到6月8日即
22个工作日满足之时，三地变化率
仍会延续跌势，发改委理论下调窗
口将会开启。届时三地变化率跌幅
有望达到7%，成品油价格的下调
幅度将会在500-600元/吨。不过
如果国际油价后期持续反弹，周内
三地均价涨至115美元/桶上方的
话，发改委下调预期将落空。

“有钱却不好往外放了！”不少银行信贷人士感叹。受经济下行、
房地产受控、多渠道融资等因素影响，进入5月份，银行信贷增长延
续疲软态势，有消息称，5月前20天四大行新增贷款仅340亿。为了拉
动经济，政府有意加快推动基础建设，而银行对于“刺激”却表现得
很冷静。

340亿

100个

27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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