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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0日，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
区顺利发行40亿欧元主权债券，认购倍
数约4.3倍。其中，3年期15亿欧元，发
行收益率-0.192%；7年期 15亿欧元，发
行收益率0.216%；12年期 10亿欧元，发
行收益率0.759%。

据悉，这是2019年重启欧元主权债
券发行后连续第三年发行，所有期限债
券均实现约-10个基点的新发行溢价，
其中3年期票息0%，发行收益率首次与
欧元债券定价基准（掉期中值）持平。
12年期债券选择在香港债务工具中央

结算系统（CMU）托管清算，助力香港加
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财政部表示，从发行情况看，市场
反响热烈，国际组织、各国央行，以及主
权基金、长期养老基金、商业银行、保险
公司等机构投资者踊跃认购。本次债

券的成功发行，进一步完善了欧元主权
债券收益率曲线，为中资发行人提供了
定价基准，有利于合理引导市场预期，
展示了中国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对外
开放的决心，彰显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前景的信心。来源：人民网

中央财政2021年安排农业保险保
费补贴 （以下简称保费补贴） 资金
333.45亿元，较上年增长16.8%。截至
目前，相关资金已全部下达，预计为
超过 2 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 5 万
亿元。

自 2007 年实施保费补贴政策以
来，财政部已累计拨付保费补贴资
金 2201 亿元，年均增长 21.7%，通过
保险杠杆放大财政资金的风险管理
和资金保障功能，助力三农实现高
质量发展。

——加大支持力度，织就农业生

产“安全网”。2020年，拨付保费补贴
资金285.39亿元，推动我国成为全球
农业保险保费规模最大的国家，实现
保费收入815亿元，为1.89亿户次农户
提供风险保障4.13万亿元，中央财政补
贴资金引导和使用效果放大近145倍。
2021年，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持续
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

——聚焦国计民生，系牢粮食安
全“保险带”。2021 年 6 月，针对稻
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开展完
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在前期
试点基础上，逐步扩展至覆盖13个粮

食主产省份的全部产粮大县，并提供
覆盖农业生产总成本或种植收入的保
险保障。2021年共安排三大粮食作物
保费补贴资金148.69亿元，占今年保费
补贴资金总额的44.6%。

——实施奖补政策，打造特色农
业“助推器”。目前财政部已在20个省
份实施中央财政对地方优势特色农产
品保险的以奖代补政策，支持地方自
主选择不超过3个特色险种申请中央财
政奖补资金。2021年，共安排地方优
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奖补资金 24.07 亿
元，较上年增长100.5%。

——强化资金管理，夯实农险发
展“地基石”。为进一步提高财政资
金 使 用 效 益 ， 财 政 部 今 年 下 发 通
知，要求地方财政部门在一个季度
内完成审核和资金拨付工作，并保
存 对 应 业 务 的 保 单 级 数 据 至 少 10
年 。 相 关 保 单 级 数 据 要 做 到 可 核
验、可追溯、可追责。同时，要求
各地监管局在日常监管工作及审核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时，对保单
级数据报送存储等情况进行抽查，
加大监管力度。

来源：人民日报

超三百亿元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全部下达
预计提供风险保障五万亿元

人民银行今日发布10月社会融资
规模存量统计数据报告和社会融资规
模增量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10
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09.45万亿
元，同比增长10%；10月社会融资规模
增量为1.5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970
亿元。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方面，初步统
计，10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09.45
万亿元，同比增长10%。其中，对实体
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89.2万
亿元，同比增长12%；对实体经济发放
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余额为2.31万亿

元，同比增长0.3%；委托贷款余额为
10.91万亿元，同比下降 1.8%；信托贷
款 余 额 为 5.03 万 亿 元 ， 同 比 下 降
27.6%；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
3.19万亿元，同比下降15.7%；企业债
券余额为 29.36 万亿元 ，同比增长
6.7%；政府债券余额为 51.08 万亿元，
同比增长13.6%；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
余额为9.15万亿元，同比增长13.5%。

从结构看，10月末对实体经济发
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
规模存量的 61.1%，同比高 1 个百分
点；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

人民币余额占比0.7%，同比低0.1个百
分点；委托贷款余额占比3.5%，同比
低 0.5 个百分点；信托贷款余额占比
1.6%，同比低0.9个百分点；未贴现的
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占比1%，同比低0.3
个百分点；企业债券余额占比 9.5%，
同比低0.3个百分点；政府债券余额占
比16.5%，同比高0.5个百分点；非金融
企业境内股票余额占比3%，同比高0.1
个百分点。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方面，初步统
计，10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59万亿
元，比上年同期多1970亿元，比2019

年同期多7219亿元。其中，对实体经
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7752亿元，
同比多增1089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
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减少33亿元，
同比少减142亿元；委托贷款减少173
亿元，同比少减1亿元；信托贷款减少
1061亿元，同比多减186亿元；未贴现
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886亿元，同比少
减203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2030亿
元，同比少233亿元；政府债券净融资
6167亿元，同比多1236亿元；非金融
企业境内股票融资846亿元，同比少81
亿元。 来源：人民网

10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309.45万亿元同比增长10%

财政部发行40亿欧元主权债券 认购倍数约4.3倍

2021年 10月份全国PPI （工业生
产 者 出 厂 价 格 指 数） 同 比 上 涨
13.5%，环比上涨2.5%。国家统计局
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表示，10月
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叠加国内主要
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偏紧影响，PPI涨
幅有所扩大。

环比上涨2.5%
涨幅比上月扩大1.3个百分点

董莉娟指出，从环比看，PPI上
涨 2.5%，涨幅比上月扩大 1.3个百分
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3.3%，
涨幅扩大1.8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
由持平转为上涨0.1%。国际原油价格
波动上行，带动国内石油相关行业价
格上涨，其中石油开采业价格上涨
7.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价
格上涨6.1%，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业价
格上涨5.8%，化学纤维制造业价格上
涨 3.5%，上述 4 个行业合计影响 PPI
上涨约 0.76 个百分点。煤炭供应偏
紧，价格上涨较多，煤炭开采和洗选
业价格上涨20.1%，煤炭加工业价格
上涨12.8%，合计影响PPI上涨约0.74
个百分点。

此外，部分高耗能行业产品价
格上涨，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价格上
涨 6.9%，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价格上涨 3.6%，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 3.5%，上述 3
个行业合计影响 PPI 上涨约 0.81 个百
分点。另外，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价
格上涨 1.3%，黑色金属矿采选业价
格下降8.9%。

同比上涨13.5%
涨幅扩大2.8个百分点

董莉娟介绍，从同比看，PPI上
涨 13.5%。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17.9%，涨幅扩大3.7个百分点；生活
资料价格上涨0.6%，涨幅扩大0.2个
百分点。调查的40个工业行业大类
中，价格上涨的有36个，与上月相
同。主要行业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价格上涨103.7%，涨幅扩大28.8个百
分点；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煤
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价格涨幅在 12.0%-59.7%之间，
扩大3.2-16.1个百分点。上述8个行业
合计影响 PPI 上涨约 11.38 个百分点，
超过总涨幅的八成。

据测算，在10月份13.5%的PPI同
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
约为1.8个百分点，与上月相同；新涨
价影响约为11.7个百分点，比上月增
加2.8个百分点。 来源：人民网

海关总署7日发布数据的显示，
今年前10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31.67
万亿元，同比增长22.2%。

机构普遍分析认为，前10月，我
国经济稳定恢复，主要经济指标持续
向好，一系列支持外贸稳增长的政策
措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整体看来，
我国外贸仍具有韧性。

从单月来看，10月份，我国进出
口总值3.34万亿元，同比增长17.8%，
环比下降 5.6%，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3%。其中，出口1.94万亿元，同比
增长20.3%，环比下降2.1%，比2019
年同期增长29%；进口1.4万亿元，同
比增长14.5%，环比下降10%，比2019
年同期增长 15.6%；贸易顺差 5459.5
亿元，同比增加38.4%。

“10月单月贸易顺差是有统计数
据以来的历史最高值，主要是受益于
强大的中国制造能力、完备的供应链
以及内外部经济恢复的结构差，预计
后续也将对经济产生持续的正贡
献。”中信证券发布的研报表示。

财信国际经济研究院陈然认
为，10 月份出口高景气源于对欧
盟、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的高增
长，出口价格上涨是出口高增长的
最主要拉动力。分国家看，10 月份
欧洲地区需求回升，对欧盟、英国
等地出口增速大幅上行，带动当月
出口增速提高；分产品看，机电产
品对出口的拉动作用边际弱化，反
映海外产能持续修复，我国“替代

效应”减弱；从价格看，10 月份我
国主要出口商品的金额增速均远高
于数量增速，表明出口商品价格提
高是出口高增长的重要原因。

西南证券分析师叶凡表示，我国
进出口延续了向好的态势。从贸易形
式上看，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较快，
进料加工贸易增速回落较大。预计四
季度我国出口仍将保持较为稳定的增
长态势，整体的进出口总额维持高
位，但增速或将放缓。

招商证券发布的研报指出，出
口景气度或将在四季度延续，但同
比增速难免下行。全球正从快复苏
转向平稳复苏阶段，各国错峰复苏
节奏将使得外需景气度有所延长，
在疫情反复、节假日临近和基数因
素的影响下，目前海外生产和消费
需求没有明显走弱的趋势，但随着
全球供需环境的发生变化，需要关
注价格和数量下降带来的边际影
响。进口方面，生产主要受短期疫
情防控、限电限产等影响，进口需
求整体保持平稳，大宗商品价格、
基数效应等会影响进口增速。

“预计出口增速进入下行通道，
但整体仍有韧性。一是全球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产形势向好，我国产能优势
减弱，出口份额下行压力加大，但降
幅有限；二是全球经济修复动能放
缓，且外需不确定性加大，对出口的
提振作用边际弱化。”陈然表示。

来源：人民网

进出口延续向好态势

10月份PPI同比上涨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