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市意外量价齐升
11月房价环比上涨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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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 10 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11月我国新增人民币
贷款5640亿元，同比多增2692亿
元。至此，今年以来，我国新增

人民币贷款已经超过 7.4 万亿
元，距离年初设定的 7.5 万亿元
全年信贷增长目标只有一步之
遥。 据新华社

海 关 总 署 10 日 发 布 的 数
据显示，11 月份我国进出口值
达 2837.6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36.2% ，环 比 增 长 15.9% ，刷 新

今年 9 月份创下的 2730.9 亿美
元的纪录，月度进出口规模首
次超过 2800 亿美元关口。

据新华社

7.4万亿元 前11月新增贷款超预期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数据，11
月 70 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上涨
7.7％，同比涨幅连续7个月回落，
环比上涨0.3%，涨幅比上月扩大
0.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10月大
幅缩水的成交面积也出现了回升。
在调控不断发力的情况下，11月份
量价齐升的格局令人感到意外。

商品房销售扭转低迷局面

数据显示，11月份商品房销
售扭转了低迷局面。当月全国商品
房销售面积10113万平方米，同比增
长14.5%；全国商品房销售额5286

亿元，同比增长18.6%。上海易居房
地产研究院综合研究部部长杨红旭
表示，之所以在调控进一步发力之后
仍然出现了量价齐升的局面，很大程
度上是受人民币持续升值，以及通胀
预期不断加强的影响。在这种情况
下，避险能力较强的房地产再次成为
投资的重点。

成都同比涨幅小于全国

从地域来看，在70个大中城市
中，全国多个城市的房价环比都呈
现负增长态势，其中，南京、宁波、
广州、惠州、北海环比均下降
0.1％；大理环比下降0.5％。

本次调查的3个四川城市，同比
增速都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
成都市11月房价同比上涨2.4％，泸
州市同比上涨3.2％，南充市同比上
涨2.0％，这三个城市11月房价环比
分别增长0.3％、0.1％和0.7％。

华西都市报记者 屈咏梅
综合新华社

●11月商品房销售扭转低

迷，销售额5286亿元，同比增长

18.6%

●成都11月房价同比上涨

2.4％，环比增长0.3％，同比增

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沉默4月后唐骏现身微博
公开否认学历造假

因“学历门”沉寂许久的新华都
总裁唐骏昨日打破沉默，在微博公
开回应质疑，承认在美国拿的博士
学位含金量不高，但否认造假。

唐骏在微博中写道，“你说这个
是买学位，我不同意，你说这个含金
量不高，我同意。”他承认了自己美国
拿的博士学位含金量不高，但表示
自己在盛大就任董事时就公开了获
得西太平洋大学博士学位的信息。
而在其他所有公开的资料中，自己
也只是说在美国拿的博士学位。

“如果我说我错在哪里？我说

我毕业于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就可以
了，起源就是我没有透明起来。”唐骏
说，自己要为此负主要责任，错误的
根源在于虚荣心，但他并没有通过
学历获取利益、资本和大家的信任。

唐骏的微博引来上千网友的回
复。网友孙华健说，“其实，这个社
会学历不重要！重要的是阅历。”也
有网友表示：“唐总应该学习张柏芝，
反省一下媒体为什么会突然将炮口
对准你？”

华西都市报记者 舒张惠 实习
生 蔡雨晨

订阅方法详见内页报脚
报新闻线索 赢千元大奖
欢迎垂询中国移动10086 中国联通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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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存款准备金
率调整一览

期指期指 IFIF10121012

深证成指深证成指

上证指数上证指数

昨日市场

收盘：
12460.46
涨幅：
0.87%
成交额：
873.93亿元

涨幅
0.81%

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币种

美元

欧元

日元

港元

英镑

加元

澳元

前日中间
价（元）

6.6654

8.8447

0.079421

0.8581

10.544

6.5941

6.5661

昨日中间
价（元）

6.6604

8.812

0.079465

0.8571

10.4956

6.5826

6.5455

综合报价
黄金 1390.5 美元/盎司
白银 28.82美元/盎司
原油 88.67美元/桶
纸黄金 296.86元/克

截止时间12月10日 18：00

华西都市报记者刘璐整理

收盘：
2841.04
涨幅：
1.07%
成交额：
995.89亿元

一次冻结资金3500亿
存款准备金率达历史最高

此次上调距上次 11 月 19 日晚
间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
分点仅隔20日。

这是央行年内第六次全面提高
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准备金率，
也是一月之内的第三次上调。此次
上调后，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
率达18.5%，创历史最高点。

分析人士认为，央行如此密集
地施以准备金率上调，意在进一步
加强当前流动性调控，控制银行信
贷投放和管理通胀预期。

央行数据显示，金融机构 11
月底人民币存款余额 70.87 万亿
元。以此计算，存款准备金率上
调 0.5 个百分点，可冻结资金约
3500 亿元。

CPI数据今日公布
通胀容忍度成悬念

加息犹如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
斯之剑，终究还是没有落下，这也引
发了分析人士对今日公布的CPI数
据的各种猜测。

“昨天市场流传上调存款准备金
率0.5个百分点，同时上调利率0.25
个百分点，最终只调整存准率说明通
胀压力在好转。”海通期货研究所所
长郭洪钧表示。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华生也认为，央行只上调存款准备金
率，说明物价飞涨的情况有回落。

不过对于通胀的容忍度专家们
的看法仍各不相同。清华大学中国
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韩秀云表
示，未来CPI若不能控制在5%的国
际警戒线以内，将不仅上调存款准
备金率还将加息。

一月三调存款准备金率
稳健货币政策初试锋芒

●从12月20日起，
存款准备金率将再次上
调0.5个百分点

●此次上调后，大
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
金率达 18.5%，创历
史最高

●经济学家认为，
若今日公布的11月CPI
涨幅超4.8%，年内可能
再加息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再 拿 存 款 准
备 金 率 开 刀 。 昨 日 晚 间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宣 布 ，决 定 从 2010 年
12 月 20 日 起 ，上 调 存 款 类 金 融
机 构 人 民 币 存 款 准 备 金 率 0.5
个百分点。这是央行年内第六
次全面提高存款类金融机构人

民 币 准 备 金 率 ，也 是 在 一 个 月
时间内第三次宣布上调存款准
备金率。

今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 11 月
宏观经济运行数据。央行上调准备
金率再次引发市场对 11 月 CPI 数
据的猜测。 鲁政委：

CPI增幅达4.8%还要加息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

示，这次上调原因主要是对冲财政存款
流出和外汇占款流出。如果11月CPI
增幅达到 4.8%，年内加息的可能性很
大；如果这一数据为4.5%左右，将可能
不加息。

华生：
存准率只能解决短期问题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表示，外汇占
款还在持续增加，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能
只能解决一个月的问题。“加息不可避免，时
间选择上要看物价上涨情况。通货膨胀的
控制目标应当从紧，应该坚守3%的目标。

连平：
年内加息概率降低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则表
示，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降低了年内再
次加息的可能性。相比之下，明年年初
再次加息的几率较大。

华西都市报实习记者 赵雅儒

加
息
之
辩

尽管年内央行已密集出台收

紧流动性的措施，在本次央行“提

准”之后，仍有不少人士认为，年内

还将再迎来一次加息。

货币政策
回归稳健

年内第6次上调存款准备
金率，既显示政府稳定物价、控
制通货膨胀的决心，也是对货
币政策回归“稳健”的诠释。

近期央票发行量创新低，
专家认为，在公开市场操作等流
动性管理工具失效、目前信贷超
预期投放的情况下，存款准备金
率这种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
更为直接。这也是央行选择上
调存款准备金率而不是加息，
来收紧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考虑到目前
资本流入压力正在上升，短
期内加息空间可能受到限
制。连平认为，在货币政策
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的初级
阶段，管理层动用利率工具
会比较谨慎。

但专家同时认为，仅仅
依靠存款准备金率仍然不足
以对流动性局面造成根本性
的改变。经济学家普遍认
为，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不
排除央行出台更严厉的货币
政策工具，加息的必要性和
可能性仍然较大。 据新华社

观
察

2837.6亿美元 11月进出口创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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