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做“小生意”离不开钱，居
民过“小日子”需要钱。今年，我国
人 民 币 贷 款 有 望 新 增 近 20 万 亿
元。这其中，哪个领域最“吸金”、
哪个风口又来临、哪类企业受青睐、
哪家日子过得好……把握资金流
向，看懂“钱景”，可以观察我国经
济的脉动。

12月9日，在北京中新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药品包装车间，几名工人
正在生产线上忙碌地工作着。而疫
情初期，因资金链紧张，这家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一度遭遇复工难题，冰
冷的机器设备摆在停工的车间里

“吃灰”。
“要是几个月前，我只能和你谈

‘钱紧’，哪敢聊‘前景’。”中新药业
副总经理燕云飞告诉记者，多亏银
行及时提供了300万元贷款，解了企
业燃眉之急。在贷款支持下，企业
很快复产销售，预计今年全年能实
现近15%的销售增长。

经济受冲击，金融在发力。今
年以来，一系列应对疫情、支持实体
经济的金融政策陆续出台，货币信
贷政策作用凸显：

前11个月新增人民币贷款超18
万亿元，超过去年全年水平；3 月以
来，广义货币M2增速连续9个月保
持在10%以上；前10个月，金融系统
已向实体经济让利约 1.25 万亿元，
预计全年可以实现让利 1.5 万亿元
的目标……

这些“万亿”的数目并非“大水
漫灌”，而是通过一系列“精准滴灌”
举措、直达工具的出台，为国民经济
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供了强有力
支持。

超18万亿元新增贷款都投向了
哪里？大头投向了企业。数据显
示，前11个月我国企业贷款累计新
增近12万亿元。

这其中，哪些领域备受各大金
融机构青睐？先进制造业可以和新
基建争个高低。在9月末的时候，制
造业贷款已较年初增加2万亿元，是
去年全年增量的 2.6 倍。特别是高
技术制造业，更是各家银行“拼抢”
的重点。

而过去被银行视为“香饽饽”的
房地产贷款，此时已不再炙手可热，
增速连续20多个月出现下滑。

企业发展需要的不只是短期流
动资金，对于有长远规划的企业来
说，长期资金可以给企业带来有更
多成长的未来。11 月，企（事）业单
位新增中长期贷款 5887 亿元，比去
年同期多增1681亿元。

今年以来，企业中长期贷款占
比不断攀升，已占到各项新增贷款
的六七成。“获得的长期资金较多，
能更好地稳定企业的信心。中长期
贷款增多有利于经济恢复和进一步
增长。”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
长阮健弘说。

获得贷款的不仅有产业支柱型
的大企业，也有“毛细血管”般的小
微企业。它们不仅是经济活力的重
要源泉，更与咱们老百姓“吃吃吃”

“买买买”的美好生活密切相关。
“公司成立11年，今年拿到第一

笔贷款。”北京九州汉邦物流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刘保泽说。这家企业
因缺少房产等传统抵押物，贷款申
请此前屡遭“闭门羹”。

支持小微企业要从首贷“破
冰”！今年以来，金融监管部门要求
金融机构提高小微企业“首贷率”，
普惠金融考核不断加码，各地“首贷
服务中心”“首贷培植行动”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

今年前7个月，已有160多万户
小微企业从金融机构拿到了第一笔
贷款，占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
款户数的16%。

金融似血脉，要及时打通堵点、
畅通脉络，方能让金融“供血”真的
给力，激发出中国经济的活力来。
首贷难、缺抵押、信息不对称……金
融部门和金融机构正花心思解决小
微企业融资面前的“拦路虎”。

凭借税收、账款、发明专利等信
息为企业精准“画像”；“黄瓜贷”“大
棚贷”“拉面贷”等量身打造的特色
贷款陆续推出，“人才贷”“巾帼信用
贷”等产品正探索解决不同创业群
体的后顾之忧……

截至9月末，全国小微企业融资

新增3万亿元，同比多增1.2万亿元；
支持小微经营主体 3128 万户，同比
增长21.8%。

贷得到，还得成本低。
“贷款额度从 130 万元增长到

300 万元，利率却从 5%左右下调到
了3.85%，今年光利息就省了约3万
元。”北京泽浩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晓杰告诉记者。

融资成本下降的背后是利率市
场化改革推进和政策发力引导。作
为各银行新发放贷款的主要参考，
今年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已两
次下调，目前 1 年期、5 年期以上
LPR 较去年 12 月分别低了 0.3 个和
0.15个百分点。

其实不光企业享受着“量增、价
降”的融资变化，不少老百姓也在不
经意间成为“钱景”中的重要部分。

经历过疫情，北京市民王先生
愈发看重健康，他用信用卡分期

线上购买了一台跑步机。“约 4000
元的跑步机，分 12 期，平摊到每天
大约要还十多元，为了健康很划
算。”

正是看到了许许多多像王先生
这样的消费“潜力股”，越来越多金
融机构大力发展消费金融。这从今
年各大银行的半年报、季报中可见
端倪，建行、农行、招行、邮储等银行
个人消费信贷“蹭蹭”攀升。

一笔笔贷款“破冰”，一个个堵
点打通，一家家企业得到金融持续

“补给”，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
马车”在金融的“添油给力”中，稳稳
起步，日益强劲。

“金融支持给了我们发展信心，
明年我们要抓紧新品的研发和申
报，加快向现代化、智能化、专业化
先进药企转型。”此时，解决了“钱
紧”问题的中新药业副总经理燕云
飞畅谈起了公司“前景”……

钱去哪儿了？
—— 从“钱景”看中国经济脉动

新华社记者 吴 雨 姚均芳

15日凌晨，夜深人静下的北京清寒刺骨，国贸新地标“中国尊”南侧
的工地却热火朝天，在CBD核心区六工区施工现场，基建设备轰鸣。

100多公里外的雄安新区工地上，塔吊林立灯火通明，诸多履带起
重机、混凝土泵车和挖掘机，正忙碌作业。

千里之外的湘江之畔，三一重工“18号厂房”的大屏幕上，实时滚动
着遍布全国40多万台挖掘机、吊装设备、混凝土机械等设备的大数据。

借助工程机械车联网系统，海量工程机械的应用数据，从万千施
工现场“流淌”到三一重工，每台设备的定位、型号、开机时长等数据一
目了然，一张实时反映中国经济活力的指数地图跃然屏上。

这便是三一重工创立的“挖掘机指数”，一个观察经济运行的重要
参照。

“从机械传回的实时数据来看，下半年挖掘机、起重机、混凝土搅
拌站的‘上班时长’超越去年同期。”三一重工孵化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树根互联负责人贺东东说，“挖掘机指数”不仅反映经济活力，还清晰
展现中国基建的火热图景。

挖掘机销量素有中国经济“温度计”之称。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10月份，我国挖掘机产量35098台，同比

增长42.4%；前十月挖掘机产量307284台，同比增长32.7%，创历年新高。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挖掘机销量井喷，说明

我国基建投资明显提速，复工复产水平不断提升，经济正加速复苏。
如果对比两条曲线，答案更加鲜明：
-11.6%，24.8%，33.2%，这是今年前三个季度国内市场挖掘机单季

销量的增长曲线；
-6.8%，3.2%，4.9%，这是前三个季度我国经济的季度增速变化。

“如果说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那么制造
业、基建、房地产则是拉动投资的三驾马车。”杨德龙说，制造业投资存
在明显的顺周期性，而房地产投资总体平稳。

在此背景下，基建投资众望所归成为拉动经济的先头部队。
江苏昆山，三一重工产业园，挖掘机密密麻麻地排列着，等待交付。
徐州重工厂区，深圳一家工程建设公司的董事长张洋，一口气购

入36台挖掘机，正焦急等待交货。
零部件产商江苏恒立液压也忙得不可开交。公司的油缸和泵阀

需求旺盛。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14.7亿元，同比增长61%。
今年前十月，三一重工挖掘机国内销量超6万台，预计全年同比

增长约50%。
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认为，上半年经济虽遭受疫情冲击，但国家

推出“六稳”“六保”一系列政策，特别是加大基建投资，挖掘机行业迎
来非常好的销售行情。

——投资强度加大，新老基建同步推进。截至11月底，全国有31个
省份挖掘机累计工作时间均实现正增长，有12个省市同比增幅超50%。

——下半年建设进程明显加快。以吊装设备的履带起重机为例，
作业时间在1至5月同比负增长，到6月出现年内首次正增长，并维持
至今；1至11月累计工作时间超过去年同期。

——民生工程积极上马。截至11月底，用于交通、市政等领域的
旋挖钻机累计工作时间同比增长30%，位列工程机械首位。

——湖北基建投资力度加大。挖掘机、吊装起重设备累计工作时
间同比增长35%、21.7%。

基建是逆周期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工具，而基建投资的主要融资
工具是专项债。为此，专项债提速扩容。今年国家安排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

春江水暖“机”先知。
在挖掘机市场，面对欧美日等地工程机械销售额大面积下滑，中

国挖掘机产销量却快速增长，占全球产量比重有望攀升至七成左右，
成为寒意笼罩的世界经济中一股强劲动力。

春江水暖“机”先知
—— 从“挖掘机指数”看中国经济温度

新华社记者 戴小河 邹多为 白田田 夏子麟 张 骁

新华社发 宋 博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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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崔莱汉本萃精选六味药食同源中药材
安利中国植物研发中心安利中国植物研发中心

▲▲ 安利亚洲科技创新中心副总裁陈佳安利亚洲科技创新中心副总裁陈佳

保温杯里泡枸杞，炖肉加黄芪，
阿胶大枣当零食，老年人跳广场舞，
中年人防脱发……养生、健康成为
当下消费者最大刚需。

受新冠疫情影响，健康成为全
球热点话题。中医药在我国疫情防
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医药在疾
病预防、慢性病及疑难病症、重大传
染病防治中的功效，逐渐得到国际
社会的广泛认可。国务院发布的

《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显示，中国
中医药传播遍及183个国家和地区，
海外建立中医药中心10个。

继2019年参与国家“十三五”科
技部重点研发计划“中医药现代化
研究”专项后，在疫情背景下，安利
加快了中草药产品研发和上市速
度，陆续推出应用传统汉方、以高品
质中草药为原料的营养补充产品，

如甘草姜黄维生素 C、红黑枸杞茶
以及纽崔莱汉本萃饮品系列，帮助
消费者增强免疫力、改善微循环、提
升抗氧化能力等，推进中医药的标
准化、现代化、国际化。

聚焦大健康赛道 提速中草药
产品研发上市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不断推
进，受中国人口老龄化、中产阶级数
量和人均收入增长等大趋势影响，
消费者健康意识不断提升，中草药
保健品凭借其中医理念特色，取得
了快速发展，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根据欧睿国际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保健品行业的零售总额为
2473 亿元。其中，中草药保健品行
业零售额 890.2 亿元，占比 36%，仅
次于占比 58%的膳食营养补充剂。

在国家政策、市场需求等因素驱动
下，我国中草药保健品行业市场规
模，预计从 2019 年至 2024 年，五年
复合年均增长率为9%，到2024年将
达到1493亿元。

安利亚洲科技创新中心副总裁
陈佳表示，安利在中草药方面的特
色，是积累了86年的从中草药原料
种植、有效物质和作用机制阐释，到
产品上市的全链条研发体系；安利
通过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等现代
科技手段，研究中草药有效成分，用
现代科学对其加以验证，创新方剂，
提供让全世界消费者都能够读得懂、
看明白和接受的科学证据和产品。

自1995 年进入中国市场，安利
即将中草药类保健食品研发作为核
心战略，于2004年在上海成立研发
中心；2015年，总投资超过2亿元的

安利中国植物研发中心在无锡落
成，致力于中草药植物的有机种植
研究、提取物研究，并与中国科学院
南京土壤研究所合作，解决中草药
发展中遇到的农业污染、功效安全
等问题；2017年，安利植物研发中心
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合
作，完成了杭白菊的全长转录组遗
传信息发掘，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首
次完成菊属植物菊花全基因组测序
的国家。今年，安利在中国成立了
亚洲保健食品研发中心，提速研发
上市更多符合中国和亚洲消费者的
产品，为消费者提供健康生活整体
解决方案。

推动中草药现代化 为“中国
良方”注入科技内涵

安利纽崔莱通过为中草药这剂

“中国良方”注入科技内涵，提供可
以用现代科学解释的安全性、质量
保证以及功效证据，以传统汉方基
础、高品质中草药作为产品基底，选
择配伍药性相合的中草药，推动中
药草现代化。

今年上市的纽崔莱汉本萃活妍
饮品，根据中医经典养血补虚的方
剂“枸杞丸”（二精丸），即由枸杞、黄
精两味滋补肝肾、补益精血的药材，
配以补气润燥的人参、玉竹，以及活
血提气色的玫瑰、牡丹，通过这6味
药食同源中药材，组成了一个补气、
养血、活颜的新方；纽崔莱汉本萃清
润饮品，参考了补气润肺健脾的传统
汉方“人参百合汤”，搭配清热利咽止
咳的罗汉果、雪梨和茯苓，创新了一
个适合日常益气、润肺、清心的组合。

早于纽崔莱汉本萃系列，安利

通过传统中医药方剂及现代科学循
证，已有“中草药三宝”成功上市，分
别是养藏善衡片、倍益舒片和银杏
苁蓉片。养藏善衡片根据中医传统
养肝古方“白芍甘草汤”，利用现代
生物学模型进行筛选和科学认证，
经科学配比可以有效改善因喝酒、
药物、添加剂等带来的化学性肝损
伤，维护肝脏健康；倍益舒片以酸
枣仁提取物和γ-氨基丁酸为主
要原料，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改善
睡眠的保健功能；银杏苁蓉片来源
于中医理论“肾精足而脑髓生”，用
现代科学揭示银杏和肉苁蓉的有
效物质及作用机制，证明其在改善
记忆力减退方面的功效，这款产品
先后在中国、日本、美国、俄罗斯等
全球 13 个国家和地区上市，并受
到消费者欢迎。

聚焦大健康赛道聚焦大健康赛道 安利提速中草药产品研发上市安利提速中草药产品研发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