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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人民银行发布四季度针对银行家、企业家和城镇储户的三份例行调查问
卷报告，三份报告分别从银行家和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贷款总体需求、经营景气
和盈利、收入与就业方面反映不同群体对当下经济的感受和未来的经济预期。

整体来看，本次调查中，银行家对2023年一季度的宏观经济预期更加积极，银行的
贷款总体需求指数也有所提升。企业家的原材料购进价格感受指数与居民物价预期
有所有所提升。

银行家：贷款总体需求指数上升 对下季度预期更积极

四季度全国银行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银行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为17.4%，比上季
下降2.5个百分点。银行家对2023年一季度的宏观经济预期更加积极。对下季度，
银行家宏观经济热度预期指数为 29.3%，高于本季11.9个百分点。

四季度银行业景气指数与盈利指数均有所下降，分别为65.8%、61.3%，分别比上
季度下降0.5和1.0个百分点。

四季度以来，人民银行持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11月以来人民银行通过抵押补充
贷款(PSL)、科技创新再贷款等工具投放中长期流动性。12月5日央行实施降准操作
，共计释放长期资金约5000亿元。

在央行的发力调控下，企业信贷需求也有所改善。调查显示，四季度贷款总体需求
指数比上季上升0.5个百分点至59.5%。分行业看，制造业贷款需求指数、基础设施
贷款需求指数、批发零售业贷款需求指数分别为62.2%、60.6%、57.1%%。值得
注意的是，四季度房地产企业贷款需求指数为43.7%，比上季上升3.1个百分点。分
企业看，大型、中型企业贷款需求指数较上季度有所上升，分别达到54.6%、56.4
%；小微企业为62.5%，比上季下降1.3个百分点。

四季度，虽然银行家对货币政策的感受较上季度略有下降，但多数银行家仍认为四
季度的货币政策适度。调查显示，四季度货币政策感受指数为68.0%，比上季下降
4.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上升13.9个百分点。其中，有38.0%的银行家认为货币政
策“宽松”；60.0%的银行家认为货币政策“适度”。银行家对下季的货币政策预
期更乐观，货币政策感受预期指数为69.6%，高于本季1.6个百分点。

企业家：产品销售价格与原材料购进价格感受指数升温

四季度人民银行企业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为23.5%，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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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季下降3.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13.7个百分点。其中，53.7%的企业家认为
宏观经济“偏冷”，45.5%认为“正常”。

调查显示，四季度产品销售价格感受指数与企业家原材料购进价格感受指数分别为
47.2%、58.5%，均比上季上升1.8个百分点。其中，72.7%的企业家认为本季产品
销售价格比上季“持平”；64.5%的企业家认为本季原材料购进价格比上季“持平
”。

调查显示，四季度出口订单指数为38.9%，比上季下降3.3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
降9.8个百分点。其中，13.2%的企业家认为本季出口订单比上季“增加”,51.5%认
为“持平”。国内订单指数为44.1%，比上季下降0.6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7.
1个百分点。其中，16.8%的企业家认为本季国内订单比上季“增加”，54.6%认为
“持平”。

城镇储户：居民物价预期指数提升 储蓄意愿升温

四季度，人民银行在全国 50个城市进行了2万户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本
季收入感受指数为43.8%，比上季下降3.2个百分点。收入信心指数为44.4%，比上
季下降2.1个百分点。

四季度就业感受指数为33.1%，比上季下降2.3个百分点。居民的就业预期指数较上
季下降2.4个百分点至43.0%。

调查显示，对2023年一季度，居民的物价预期指数为62.8%，比上季上升1.8个百
分点。其中，31.2%的居民预期四季度物价将“上升”，48.1%的居民预期“基本
不变”，8.7%的居民预期“下降”。对2023年一季度的房价，14.0%的居民预期
将“上涨”，53.7%的居民预期“基本不变”，18.5%的居民预期“下降”。

展望2023年，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我国通胀仍将保持温和水平，随着
疫情防控放松促进需求回升，通胀中枢大概率小幅升高。

调查显示，四季度居民的储蓄意愿有所提升，61.8%的居民倾向于“更多储蓄”，
倾向于“更多消费”和“更多投资”的居民分别占22.8%和15.5%。而居民偏爱的
前三位投资方式依次为：“银行、证券、保险公司理财产品”“基金信托产品”和
“股票”，选择这三种投资方式的居民占比分别为44.1%、20.4%和14.7%。

11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11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2.4%。光大证券首席
固定收益分析师张旭指出，11月居民户存款较去年同期多增1.52万亿元，是当月M
2增速提高的主要贡献力量。疫情多发等因素导致的消费场景不可及以及居民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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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间的转换是造成居民户存款多增明显的两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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