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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新市民金融服务可得
性、便利性和获得感，南京银行无
锡分行持续强化产品和服务模式
创新，不断探索“金融服务+”，助
力新市民在锡城安居乐业。

创新金融产品，促新市
民安居乐业

为更好地支持新市民创业
致富，南京银行无锡分行积极搭
建场景，线上线下共同发力，推
出鑫梅花财富管理、你好e贷、
N-card信用卡、鑫分期信用卡、

“生意家”个人经营性贷款等一
系列金融产品，普惠金融服务全
面触达新市民。

“疫情期间生意受到很大影
响，我每天都在纠结是继续营业
还是关门不做了。”说起这两年的
情况，从四川来无锡做肉类批发
生意的杨老板特别感慨。一次偶
然的机会，他了解到南京银行有

“生意家”经营性抵押贷款，抱着
试一试的心态，杨老板提起了贷
款申请。“没想到特别方便，提供
了相应的材料后，很快就拿到了
100万元贷款。”杨老板开心地回
忆说。自2022年3月“生意家”
业务上线以来，南京银行无锡已
累计为182位新市民提供“生意
家”贷款服务，为新市民在“他乡”
创业注入金融“活水”。

拓展宣传渠道，护新市
民融入城镇生活

为满足新市民对金融知识、
金融产品及金融政策的有关需
求，南京银行无锡分行通过“走出
去、请进来”的宣教方式，持续开
展防欺反诈、防范非法集资等宣
传教育，不断提高新市民客户的
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增强新市民
防欺反诈的能力。

在无锡市尚奕泽电器有限公
司、无锡市恒翼通机械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无锡分行消保宣教小组
通过设立宣传点、摆放展架、发放
折页、现场互动等方式，为企业新
市民员工普及金融消费者八大权
利、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支付安全
知识、存款保险制度、征信常识及
安全使用银行卡等金融知识，并
积极向企业员工宣传普及资管新
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住
房按揭贷款利率定价等金融政
策，耐心解答企业员工提出的金
融问题，让企业员工享受到银行

“金融到企”的快捷服务。
南京银行无锡分行将继续聚

焦新市民金融需求，完善服务渠
道，创新金融产品，以暖心的金融
服务助力提升新市民群体的生活
品质。 （丁黎 蒋荣）

2022年第三季度，受疫情反复
和外部环境影响，中国经济依然承
压。为此，中央多次部署稳经济接
续政策，稳地产也是稳住经济大盘
的题中之义。

7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定
调，稳定房地产市场，坚持房子是
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
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支持
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压实地方
政府责任，保交楼、稳民生。关于
房地产政策的表述较4月政治局会
议更加积极，因城施策空间进一步
打开。

三季度，国常会4次部署房地
产，从“合理支持”到“支持”，从“因
城施策”到“灵活运用政策”，整体政
策基调向宽松积极渐进。7月 22
日，国常会强调因城施策促进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保障住房刚
性需求，合理支持改善性需求。7月
29 日，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
求。8月 24日，允许地方“一城一
策”灵活运用信贷等政策，合理支持
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8月 31
日，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地
方要“一城一策”用好政策工具箱，
灵活运用阶段性信贷政策和保交楼

专项借款。
中央各部委围绕稳地产积极表

态。7月14日，银保监会表示，会积
极加强与住建部门、中国人民银行
工作协同，支持地方政府积极推进

“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依
法依规做好相关金融服务，促进房
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8月10日，央行二季度货币政
策执行报告指出，因城施策用足用
好政策工具箱，支持刚性和改善性
住房需求，稳妥实施房地产金融审
慎管理制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
发展和良性循环。

9月2日，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
强调，完善大型企业债务监测风险
监测和处置，保障房地产融资平稳
有序，支持地方保交楼稳民生，促进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9月14日，住建部表态，要健全
住房市场、住房保障两个体系，努力
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目
标，完善人房地钱四个要素联动机
制，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钱。

10月16日工行、交行、建行等
集体发布公告，重点表示将持续有
效地发挥大行支柱作用，高效服务
实体经济行稳致远。

在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下，部分
热点城市目前已经趋于回稳，但整
体复苏动能仍较弱。我们认为在严
守保交楼政策底线的情况下，各城
市政府将抓紧落实各项保交楼政策
措施，全面实现问题项目有序复工，
保证停工项目都能顺利交付，维护
购房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大
局。

从目前来看，第三季度城镇居
民储户无论是收入感受还是收入预
期都出现了回升，投资意愿也已止
跌。

对房地产市场来说，虽然房价
“看涨”人数明显下降，但大部分仍认
为未来房价“基本不变”，在此基础
上，未来三个月针对购房的支出出现
了增长。央行公布的住户新增中长
期贷款数据也验证了这一预期。

我们认为，经过第三季度的筑
底，部分刚需购房者开始停止观望，
随着市场逐步趋于稳定，原本因观
望而延后的需求或将释放。目前政
策核心诉求在于促进市场回稳，底
线原则是救项目而不是救企业，问
题房企仍需去杠杆，并将负债率逐
步调降至相对合理的水平。

（丁祖昱评楼市）

南京银行无锡分行：

“金融服务+”
让新市民安居乐业

第三季度居民购房意愿上升
信心正在修复

近日，央行发布2022年前三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及金融统计数据报告。
其中几个数据十分有意思，前三季度城镇储户收入感受指数由降转升，同时认为下季度房价会涨的居民储户

明显减少。与之相对的是投资意愿的上升，其中选择三个月内准备增加购房支出的选择比例也出现了略微提升。
前三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的数据在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得到了一定的验证。
2022年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8.08万亿元，同比多增1.36万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3.41万亿

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09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32万亿元；住户中长期贷款在7月再度走弱后，8、9两月
出现阶梯式上涨，虽然单月仍未达到6月高位，但已出现重回增长轨道的态势。

由此看来，购房者信心已经开始修复，第四季度房地产市场有望企稳回升。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2
年第三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
告》（下称《Q3 调查报告》），为央行
在全国50个城市2万户城镇储户问
卷调查结果。

《Q3调查报告》显示城镇储户
收入感受指数由2022年第二季度
44.5%升至47.0%，仍低于2022年
第一季度50.2%。其中，12.2%的居
民认为收入“增加”，比上季增加1.4
个百分点，69.7%的居民认为收入

“基本不变”，比上季增加2.2个百分

点，18.1%的居民认为收入“减少”，
比上季减少3.6个百分点。受其影
响，2022年第三季度城镇储户收入
信心指数为46.5%，比上季上升0.8
个百分点。

在城镇储户收入感受指数回升
的同时，投资意愿也出现了一定的
回升。《Q3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
第三季度城镇储户倾向于“更多消
费”的居民占22.8%，比上季减少1.0
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
民占58.1%，比上季减少0.3个百分

点；倾向于“更多投资”的居民占
19.1%，比上季增加1.2 个百分点。

对于未来三个月准备增加支出
的项目，17.1%的居民选择购房，较
2022年第二季度高出0.2个百分点。

虽然居民购房意愿出现了上升，
但这并非是因为对房价看涨，《Q3调
查报告》显示在对下一季度房价预测
中，仅14.8%的居民预期“上涨”，比
2022 年第二季度的 16.9%还下降
2.1个百分点。大部分居民预期房价

“基本不变”占56.6%。

从近期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2022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
告》（下称《Q3 金融报告》）内容来
看，目前居民储蓄意愿仍然强烈，但
新增中长期贷款继7月筑底后已出
现连续两个月增长。

《Q3金融报告》数据显示，2022
年 9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261.29
万亿元，同比增长10.9%。月末人
民币存款余额255.01万亿元，同比
增长11.3%，增速与上月末持平，比
上年同期高2.7个百分点。前三季
度人民币存款增加22.77万亿元，同
比多增6.16万亿元。其中，住户存

款增加13.21万亿元。
贷款方面，2022年前三季度人

民币贷款增加18.08万亿元，同比
多增1.36万亿元。住户贷款增加
3.41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
1.09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32
万亿元。

2021年1月至今，以按揭房贷
为主的中长期贷款曾出现过两次负
增长，分别为2022年2月及4月住户
部门新增中长期贷款分别减少459
亿元和314亿元，这在历史上实属罕
见。

这主要受市场下行周期叠加疫

情散点式爆发影响，使得整体经济
及房地产市场承压。

6月住户新增中长期贷款出现
明显增长，达2022年至今最高值。
随后又因7月爆发的停贷事件而二
次探底，随后在中央及地方出台的
一系列“保交楼”举措下，8月再次提
升。目前来看，住户新增中长期贷
款8、9两月出现阶梯式上涨，虽然
单月仍未达到6月高位，但已出现
重回增长轨道的态势。

我们认为，若以按揭房贷为主
的中长期贷款能够就此重回增长轨
道，市场也将真正回稳。

住户新增中长期贷款重回增长轨道，市场开始修复02

用足用好信贷等政策工具箱，促进市场回稳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