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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錢荒」成為中國經濟中最

熱門的關鍵詞：股市連續暴跌、

貨幣基金遭遇贖回、銀行之間的借款

形似高利貸、理財產品的搶錢大戰陸

續上演。然而中國有超過百萬億元人

民幣的貨幣供應，鉅資背後的「錢荒」

從何而來？歸根究底，中國市場並不

缺錢，只是錢沒有用在正確的地方。

今年上半年，銀行貸款增速快，放款

勢頭迅猛，社會融資總量也超過歷史

最高水平，但這寬鬆的信貸環境對實

體經濟的影響卻相當有限。有關數據顯

示，信貸並未用於支持實體經濟活動，

而是在金融體系內流動，各個金融機

構把大量資金用作了「錢生錢」的遊

戲，肆無忌憚地追逐盈利。市場人士普

遍認為，過多的錢都流入了股票市場

和房地產領域。以往遇到流動性危機，

中國銀行業總是寄望央行救助，但這

次央行卻選擇收緊銀根，只給個別銀

行提供流動性支援，意在安撫市場，

並強調所支持的是符合國家產業政策

和宏觀政策要求、有利於支持實體經

濟的銀行。

央行此舉是要解決貨幣空轉問題，提

高資金使用效率，解決金融為實體經

濟服務不足的現實，可謂與李克強總

理提出的「激活貨幣存量」觀點一脈

相承。中國新一屆領導人決心化解國內

銀行體系近年來積累的金融風險，決

心以「短痛」解決「長痛」問題，不

逼出貨幣存量決不罷休，即使令經濟

放緩也在所不惜。這是中央擠掉經濟泡

沫、把金融危機扼殺在搖籃中的重要

舉措。

目前，以製造業為核心的實體經濟仍

是國家經濟的主體，而中小企不僅是

製造業的主流，也是中國經濟社會發

展的重要力量。中小企業創造的產品

和服務價值相當於 GDP 的60%，納稅

額佔國家稅收總額一半，並提供了近

80% 的城鎮就業崗位。

中央逐步引導資金進入實體經濟，推

動實體經濟發展，轉變經濟增長模式。

希望金融業能夠加大對印刷行業的關

注，加大對企業自主創新的支持力度，

解決企業在基礎研究、技術開發、設

備更新改造等方面的資金缺口，支援

中小企業解決融資難的問題。同時，國

家在「十二五」時期也前所未有地大

力支持文化產業發展，作為文創產業

鏈上的重要組成部分，廣大印刷同業

也當充分把握這些機遇，積極採取相

應的措施，全面提升自身競爭力，蓄

勢待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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