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8 请参阅本报告最末重要声明  

 

 

 

 

 

 

 

 

编辑：梁颖 

审核：刘琼 

 

 

 

 

 

 

 

 

 

 

 

 

新华每日重点新闻 

 

 

央行：10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6898亿元，同比

多增285亿元 

央行数据显示，10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170.06万

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比上月末低0.1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高0.5个百分点。另外，10月份我国人民币

存款减少3971亿元，同比多减6343亿元。 

从货币供应看，10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

214.97万亿元，同比增长10.5%，增速比上月末低0.4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2.1个百分点。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示，10月我国社会融

资规模增量为1.4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5493亿元。

10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81.28万亿元，同比增长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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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重点新闻 

今日重点要闻 

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情况汇报，确保政策落实，更好发

挥促进经济稳定恢复的重要作用；决定在浦东新区开展市场准入“一业一证”试点，在全国大幅

压减建设工程企业和测绘资质并加强监管，更大激发市场活力，为扩大消费和有效投资创造条件。

【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每日经济新闻、大公报（港）】 

国资委：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专业化整合，促进国有企业与各类所有制企业相互融

合。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11日在首届国有经济研究峰会上表示，推动中央企业战略性重组和

专业化整合，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科技创新、战略性新兴产

业等领域集中，目前主业处于石油石化、电力、通信、军工、机械、建筑等行业的企业资产总额占

中央企业的比重超过90%；推动国有资本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专业化

整合，促进国有企业与各类所有制企业相互融合、协同发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新华社、

中国证券报】 

财政部要求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

发行工作的意见》要求，不断完善地方债发行机制，提升发行市场化水平；科学设计地方债发行计

划，维护债券市场平稳运行；优化地方债期限结构，合理控制筹资成本；加强地方债发行项目评估，

严防偿付风险；完善地方债信息披露和信用评级，促进形成市场化融资约束机制；规范承销团组建

和管理，合理匹配权利义务；加强组织领导，保障地方债平稳顺利发行。本意见自2021年1月1日起

实施。【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央行：10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6898亿元，同比多增285亿元。央行数据显示，10月末人民

币贷款余额170.06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比上月末低0.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0.5个百

分点。另外，10月份我国人民币存款减少3971亿元，同比多减6343亿元。从货币供应看，10月末我

国广义货币（M2）余额214.97万亿元，同比增长10.5%，增速比上月末低0.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

高2.1个百分点。【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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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动态 

建行行长刘桂平出任央行副行长。11月11日下午，央行召开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中组部相关

领导到场宣布，原建设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刘桂平，出任央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证

券时报】 

陈国瑛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组副书记。11月11日上午，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有限公司党组召开会议，通报了中央组织部关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组副书记和副

总经理调整的决定：陈国瑛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组副书记，免去其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证券时报】 

政策动向 

国资委：依法平等保护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国务院国

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撰写的《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指出，要实施好民法典和相关法律法规，

依法平等保护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刑事保护力度，提高司法审判和执行效率，保障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合法权

益，及时甄别纠正侵犯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人身财产权的冤错案件，建立涉政府产权纠纷治理长效机

制。【证券时报】 

财政部部长刘昆出席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视频会议。刘昆指出，中方支持新开发银行加

快扩员进程，尽早完成扩员正式谈判，同时突出金砖特色、打造比较优势、加强内部治理、扩大国

际影响力，逐步成为全球卓越的21世纪新型多边开发机构。【上海证券报】 

第二次中意财长对话达成20项务实成果。财政部部长刘昆与意大利财长瓜尔蒂耶里共同主持

第二次中意财长对话。中意双方就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全球经济治理、财金领域合作等议题进行了

深入探讨，达成了20项务实成果。双方同意深化经济财金领域务实合作，加强财政政策支持区域协

同发展、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领域交流合作。双方同意共同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金融创新、金

融科技、绿色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意大利金融机构和企业来华投资展业。【新

华社、上海证券报】 

国家药监局：加强国家集中带量采购中选冠脉支架质量监管工作。【上海证券报】 

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陈越华：支持中新广州知识城在金融服务、产业发展等方面出台专项

改革举措和政策措施。【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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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副市长陈志英：《中新广州知识城总体发展规划（2020-2035年）》实施方案等政策

文件正在加紧制定中。【中国证券报】 

经济动态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11日举行部长级准备（视频）会议。【新华社】 

全国减轻企业负担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专项督查正式启动。【证券时报】 

国家知识产权局：前10个月，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达123.2万件，同比增长11.2%，PCT国际

专利申请受理量5.5万件，同比增长23.5%，均实现了疫情影响下的逆势增长。【新华社】 

国家知识产权局：前10个月，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总额达到1664亿元，同比增长35%，全

年有望突破2000亿元。1至8月，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额达291.3亿美元，同比增长4.2%，其中出

口55.8亿美元，同比增长26.4%。【新华社】 

中国社科院和国资委联合组建国有经济研究智库。国务院国资委主任郝鹏表示：“要以国有

经济研究智库成立为契机，大力推进国有经济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新华社】 

湖南：1至10月进出口总值3796.5亿元，同比增长6.8%。其中，出口2533.4亿元，增长0.7%，

进口1263.1亿元，增长21.5%。【新华社】 

山东：前三季度为企业减免社保费597.1亿元。【新华社】 

安徽：前三季度，安徽省实际利用外资146亿美元。其中，新设高技术产业外资项目84个，

同比增长高达33.3%。【新华社】 

天猫：11月1日至11日，2020天猫“双11”全球狂欢季总成交额达4982亿元。【证券时报】 

京东：11月1日至11日，京东“双11”全球热爱季累计下单金额超2715亿元。【证券时报】 

产业聚焦 

工信部部长肖亚庆：智能网联汽车进入了产业加速的新阶段。【上海证券报】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出席中欧工业对话磋商机制第十次全体会议。辛国斌强调，中欧工业合

作潜力巨大，中欧双方应加强政策交流沟通，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为企业开展工业领域合作

创造有利条件。【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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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副部长王志军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国际科技与创新论坛大会开幕式并致辞。王志军就

科技创新的发展与合作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深化改革，充分激发企业主体创新动力。二是优化生态，

营造科技创新良好环境。三是增进共识，打造全球科技创新共同体。【上海证券报】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今年中国粮食丰收已成定局，产量有望创历史新高。【证券时报】 

农业农村部公示2020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十亿镇亿元村名单。【上海证券报】 

截至10月，水利部清理长江干流岸线2400余个违规项目。【新华社】 

江苏省发布区块链产业发展计划，3年形成“1+3+N”的产业布局。江苏省印发《江苏省区块

链产业发展行动计划》。【新华日报】 

中国研制的自动驾驶飞行器在韩国首尔试飞。【新华社】 

中国商飞交付华夏航空第一架ARJ21飞机，华夏航空成为ARJ21第7家用户。【新华社】 

一汽集团领导班子成员调整，刘亦功任党委常委、副总经理。【上海证券报】 

上海启动“双千兆宽带城市”加速度计划，2023年底5G用户渗透率达到70%。【上海证券报】 

国家电投在武汉打造氢能产业基地，计划明年底完成燃料电池质子交换膜中试线并启动量

产。4年后，预计产值15亿元。【湖北日报】 

日本东芝承诺不再新建煤电厂，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新华社】 

市场观察 

央行行长易纲：以金融源头活水带动提升脱贫攻坚成效。央行行长易纲10日到陕西省宜君县

调研并指导金融定点扶贫工作。易纲强调，脱贫攻坚成果来之不易，央行要继续强化政治担当，坚

持长期探索形成的成熟工作理念，保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把各级机关建设成

贯彻中央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决策部署的政治堡垒。要有效衔接乡村振兴，以金融源头活水带动提

升脱贫攻坚成效，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共同富裕。【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 

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金融数字化转型需提升四方面能力。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11日在第十

五届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上表示，总体来看，我国金融数字化转型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应从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能力、数据治理能力、金融消费者保护能力和数字化监管能力四方面发力。【新华社】 

广东银保监局局长裴光：坚定不移深化广东金融业改革开放，推动公司治理从“形似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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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治理实效”。【上海证券报】 

财政部：将于11月18日招标发行1440亿元两期国债。其中，1年期700亿元、10年期740亿元。

【新华社】 

证监会同意科兴生物、恒玄科技、欧科亿三家企业科创板IPO注册。【上海证券报】 

港交所：前三季度收入及其他收益140.91亿港元，同比增长12%。【新华社】 

上期所战略入股浙江国际油气交易中心，共建长三角期现一体化交易市场。【新华社】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就修订《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风险控制管理细则》公开征求意见。

【上海证券报】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国际铜期货自2020年11月19日起上市交易。【上海证券报】 

MSCI中国A股指数增加成分股39只，其中包括英科医疗、赤峰黄金、人福医药、长城汽车、

阳光电源等个股；剔除32只标的，其中包括鞍钢股份、中信银行、首旅酒店、东旭光电等多只个股。

【上海证券报】 

农发行11日发行20年超长期金融债券20亿元，发行利率为3.99%。【中国证券报】 

新华保险：前10个月保费收入1451.53亿元。【上海证券报】 

数据发布 

中汽协：10月我国汽车产销量同比分别增长11%和12.5%。10月，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255.2

万辆和257.3万辆，环比分别增长0.9%和0.1%，同比分别增长11%和12.5%。1至10月，我国汽车产销

量分别达1951.9万辆和1969.9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6%和4.7%，降幅与1至9月相比，分别收窄2.1

个百分点和2.2个百分点。1至10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91.4万辆和90.1万辆，同比分别

下降9.2%和7.1%，降幅比1至9月分别收窄9.5个百分点和10.6个百分点。【新华社】 

全球宏观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强劲复苏前必须保持经济刺激。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称，在经济强劲

复苏之前，必须保持经济刺激。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和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可能

仍将作为欧洲央行的工具。【新华财经】 

欧盟初步调查认为亚马逊公司破坏公平竞争。【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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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第三季度失业率升至4.8%，比第二季度高0.7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高0.9个百分点。【新

华社】 

新西兰央行将基准利率维持在0.25%历史低位，同时继续推行规模高达1000亿新西兰元（约

合690亿美元）的债券购买计划，为新西兰经济提供流动性支持。【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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