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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吴雨 任军

14日，4月金融统计数据出炉。作
为信贷投放的“小月”，4月金融数据有
何亮点？信贷资金主要流向了哪些领
域？利率调整还有多大空间？

中国人民银行当日发布的金融统
计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人民币贷款余
额265.7 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
融资规模存量为424万亿元，同比增长
8.7%；广义货币（M2）余额325.17万亿
元，同比增长8%。

“4月是季初信贷‘小月’，但从前4
个月新增贷款超10万亿元来看，总量
保持平稳，为经济回升向好提供了有力
支持。”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田轩认为，4月新增贷款约2800亿元，
在还原地方债务置换影响后，当月信贷
增速依然保持较高水平。同时，社会融
资规模增速继续加快，M2余额保持在
320万亿元以上，这些保障了实体经济
的融资需求。

在专家看来，未来一段时期，金融
总量仍有望保持平稳增长。5月，中国
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联合
推出一揽子金融政策。根据安排，降准
0.5个百分点将于15日落地，预计向金

融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1万亿元。
“这意味着金融机构被央行锁定的

钱进一步减少，对企业的中长期资金供
给有望随之增加。”西南财经大学中国
金融研究院副教授万晓莉表示，降准所
释放的资金可持续补充信贷增长、现金
投放等中长期流动性需求。

超10万亿元的信贷资金去哪了？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给出了答案：
贷款主要投向了企业。

数据显示，前4个月，我国企（事）
业单位贷款增加9.27万亿元，其中中长
期贷款增加5.83万亿元。也就是说，超
9成的新增贷款投向了企业，其中中长
期贷款占比超6成，为企业投资和生产
提供了稳定而有力的支持。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4月末，
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为34.31万亿元，同
比增长11.9%；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为14.71万亿元，同比增长8.5%，均高
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与此同时，前4个月住户贷款增加
5184亿元，其中短期贷款明显减少。专
家表示，这折射出消费信贷需求有待进
一步激发，需要从供需两端发力，发挥更
多政策合力，助力居民能消费、敢消费。

“金融政策可以适度引导钱去哪，

但资金去向主要还取决于经济主体自
身需求。”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
青说，近年来，企业贷款占比持续上升，
居民贷款占比相应下降，这“一升一降”
的背后，表明信贷资金更多投向了实体
企业。

信贷增量的投向明显改变，带动信
贷存量结构也趋于优化。记者从中国
人民银行了解到，2021年至今，小微企
业占全部企业贷款比重由 31%升至
38%，大中型企业贷款占比由69%降至
62%。这一方面由于普惠小微贷款发
力明显，助企惠民成效显著；另一方面
也与债券等直接融资发展、大企业融资
更趋多元化有关。

融资成本是企业和居民关注的重
点之一。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4月份，
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
3.2%，比上年同期低约50个基点；个人
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
3.1%，比上年同期低约55个基点，均处
于历史低位。

贷款利率调整还有多大空间？
5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

胜宣布，下调政策利率0.1 个百分点。
此举将带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同步下行约0.1个百分点。
此次下调的还有支农支小再贷款

利率、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等。
调整后，5年以上首套个人住房公

积金贷款利率已降至2.6%。据业内人
士测算，以金额100万元、贷款期限30
年、等额本息方式还款为例，购房人首
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总利息支出
将减少约4.76万元。

“企业和居民融资成本将进一步下
降，利息负担会变轻。”王青表示，通过
强化利率政策执行，利率传导机制更加
畅通，有助于实体经济综合融资成本继
续下降，巩固经济基本面。

信贷只是社会融资渠道之一。数据显
示，4月末企业债券余额同比增长3.2%。

“近年来，债券与信贷市场发展更
加均衡，直接融资增速有所加快。特别
是5月债券市场‘科技板’启航，将以科
技创新债券为‘桥梁’，推动更多债市资
金进入科创领域。”光大证券固定收益
首席分析师张旭说。

专家表示，随着一揽子金融政策落
地见效，丰富的政策工具将进一步助力
经济回升向好，持续激发经济发展的内
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钱流向哪了？
——透视前4个月金融数据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者

温竞华 吴雨）创新之花离不开金融
活水的浇灌。科技部、中国人民银
行等7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加快构建
科技金融体制 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推出15
项科技金融政策举措，为科技创新
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金融服
务。

面对科技强国建设和国际竞争
的严峻形势，强大的科技投入是支
撑前沿科技领域和未来产业发展的
必要条件。从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到
促进成果转化，从推动国家重大科
技任务实施到支持科技企业发展
……如何提升金融服务的精准性和
有效性，为科技创新“保驾护航”，科
技金融一直在积极“破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
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
制”，为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提出了
更高要求。

此次7部门联合发布的15项政
策举措，从创业投资、货币信贷、资
本市场、科技保险、财政政策、央地
联合和生态建设7个方面强化部署，
将推动更多金融资源进入科技创新
领域各环节，引导更多金融资本投
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创业投资是支持科技创新的生
力军，文件提出设立国家创业投资
引导基金、支持创业投资机构和产
业投资机构发债融资等举措。同
时，文件强调发挥货币信贷的重要
作用，优化科技创新与技术改造再
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鼓励
银行探索较长周期的科技创新贷款
绩效考核方案等。

为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支持科技
创新关键枢纽作用，文件提出优先
支持取得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科技
型企业上市融资、建立债券市场“科
技板”等政策举措。文件还明确，发
挥科技保险支持创新的减震器和稳
定器作用，探索以共保体方式开展
重点领域科技保险风险保障，鼓励
险资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等。

科技金融的发展离不开财政政
策的引导和支持。文件提出，用好
用足贷款贴息、风险补偿等政策支
持企业科技创新，实施科技创新专
项担保计划，落实好天使投资、创业
投资相关税收政策等。

金融活水涌流，创新活力迸
发。下一步，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
门推动各项措施落实落细，为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建设科技强
国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

七部门发力！

15项举措支持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

■ 新华社记者 樊曦 叶昊鸣

14日，中国至越南河内国际道
路运输线路正式开通。

上午，搭载着电子元器件、新鲜
蔬菜、百货的运输车队，从广西南
宁、云南昆明同步发车，向越南河内
驶去，这标志着中方货运车辆持
CBTA（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货物及
人员跨境运输协定）证件首次入境
越南腹地。

持有CBTA证意味什么？
大湄公河次区域（GMS）涉及中

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6
个国家。所谓CBTA证件，简单来
说就是在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合
作框架下，多国道路运输的通行许
可证。有了这个证件，客货车辆可
以在6国达成一致的线路上开展运
输。

新通道，开辟大湄公河次区域
发展路。

当日，来自广西、云南以及山东
青岛的 18 辆货车和 2 辆客车组成
车队，分成两路驶向越南河内。线
路一从南宁综合保税区出发，经广
西友谊关口岸出境，越南友谊口岸
入境，途经越南谅山、北江、北宁，最
后抵达越南河内，运输全程约 400
公里，预计用时2天；线路二从昆明
综合保税区出发，经云南河口口岸
出境，越南老街口岸入境，途经越南
老街、安沛、越池，最后抵达越南河
内，全程约 700 公里，预计用时 2
天。

400公里和700公里的跨越，翻
开了GMS国家国际道路运输合作
的新篇章，成为推进澜湄国家跨境
经济合作，实现更加融合、繁荣、可

持续和包容愿景的发展之路。
新通道，搭建中越经贸便捷运

输网。
对中越双方而言，跨境运输打

破地理限制，让商品、资源和服务高
效流动。

此次运输实现了从起运地直达
收货方，实现“门到门”“点到点”直
达运输。据企业介绍，相较于以往
运输模式，每辆货车可节省约1天时
间，成本可节省800元至1000元，运
输时效大大缩减，运输成本也明显
降低。两条线路，贯通中方通过河
口口岸、友谊关口岸至越南河内的
运输线路，提升中越国际道路运输
便利化水平。

新通道，促进中越人文交流“双
向奔赴”。

新通道的开通，打开便利货物
及人员跨境运输新空间，在加快完
善和丰富跨境运输体系的同时，将
进一步丰富双方文旅通道，推动中
越人文交流“双向奔赴”。

此次活动中，中越双方交通运输、
海关、边防部门代表将全程随车护航，
研究解决影响便利化运输的问题。

今年是中越建交75周年暨“中
越人文交流年”，两国“货畅其流，人
畅其行”成为中越相互成就、共同发
展的缩影。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
王绣春表示，此次活动是跨境运输
合作的重要节点，中方将以此为契
机，会同越方加快推动中越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进一步降低司机签证
费用，提高通关效率，深入推动中越
双边协定落地落实，提升国际道路
运输便利化水平。

（新华社南宁5月14日电）

新通道！

中国至越南河内国际道路
运输线路正式开通

5 月 14 日，一群大
雁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内飞翔。

初夏时节，位于山东
省东营市的黄河三角洲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绿意
盎然、生机勃勃。近年
来，保护区累计退耕还
湿、退养还滩7.25万亩，
湿地面积增加188平方
公里。截至今年4月份，
保护区内共拥有种子植
物 685 种 ，野 生 动 物
1633种。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 摄

新华社巴黎5月13日电（记者 罗
毓）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日前在官网介
绍，该中心参与的一项研究成功设计并合
成了一种新型小分子“磷脂降解剂”，能够
诱导那些导致肿瘤复发并对标准治疗耐
药的癌细胞死亡。该研究结果有望成为
当前癌症化疗之外的有效补充疗法。

据悉，当前的抗癌治疗主要针对快
速增殖的原发肿瘤细胞，但对于那些具
有转移潜能、能够适应现有治疗的癌细
胞，却难以有效清除，而癌症患者中有

70%的死亡正是由病灶转移引起。
来自法国居里研究所、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聚焦一种具
有高度转移潜能的“持久性癌细胞”。
这类细胞表面高表达一种名为CD44
的蛋白质，可增强对铁的摄取能力，使
其侵袭性更强，并更易适应常规治疗。
这也使其对铁催化的细胞死亡（即铁死
亡）更加敏感。铁死亡会引发细胞膜脂
质的氧化与降解，导致细胞最终死亡。

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成功设计并

合成了一类可激活铁死亡的小分子，即
“磷脂降解剂”。该分子一端可靶向细
胞膜并进入细胞的消化器官溶酶体，另
一端能增强癌细胞溶酶体中富集铁的
反应性，从而触发铁死亡。

研究人员将这类分子中的一种设
计为具备荧光特性，可通过荧光显微镜
追踪其在细胞中的定位，并确认其确实
聚集在溶酶体中。在给实验动物注射
这种分子后，研究人员在转移性乳腺癌
的临床前模型中观察到肿瘤生长明显

减缓；此外，在患者的胰腺癌及肉瘤活
检样本中，也发现了显著的细胞毒性反
应。这些结果确认了该治疗方案在临
床前阶段对常规化疗疗效有限的癌种
具有显著效果。

相关研究论文已于日前发表在英
国《自然》杂志上。接下来，研究人员还
需要进行临床研究来验证这一治疗方
案能否成为当前常规化疗之外的补充
疗法，特别靶向那些具有转移潜能且对
标准治疗耐药的癌细胞。

新型合成小分子可“精准杀伤”癌细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