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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债发行进入淡季，地产债融资延续修复

——2022 年 5 月信用债发行情况回顾

分析师 于丽峰 冯琳

2022.6.20

主要观点：

年报季已过，5 月信用债发行量出现季节性下降，当月非金融企业信用债共发行 6788 亿元，环比下降

44%，但同比去年 5 月上升 25%。当月净融资-75 亿元，为 2021 年 6 月以来信用债净融资首度为负，

但净融资缺口远小于 2021 年 5 月的 1941 亿元。5 月城投债和产业债发行量环比下降幅度均较大，但

好于去年同期；城投债净融资仍小幅为正，产业债净融资小幅为负。

5 月信用债整体加权平均发行利率继续下行，AA 级发行利率下行幅度最大，主要受到城投债发行热度

上升影响——以申购/发行倍数来衡量一级发行热度，5 月城投债发行热度大幅上行，其中 AA 级城投

债申购/发行倍数涨幅最大。5 月信用债整体加权平均发行期限小幅缩短，但民企债平均发行期限有所

拉长：5 月监管部门加大了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力度，交易商协会和交易所均推出信用保护工具助力民

企债发行，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即使考虑含权债可能提前到期的因素，民企债的发行期限仍然环比

明显拉长。

5 月信用债发行延续了年初以来进一步向中高评级集中的趋势， AA级发行占比进一步下行：尽管发

行热度较高，部分 AA 级区县城投债获得了较高的认购倍数，但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背景下，

城投债融资监管并未明显放宽；产业类地方国企和广义民企信用债净融资转负，民企债发行占比下降

但净融资缺口继续收窄。5月主要券种发行量均现下行，超短融、企业债和定向工具净融资转负。

5 月多数省份城投债发行量和净融资环比下降，区域之间的分化有所收敛：江浙区域城投债发行规模

减半，AA 级净融资维持低位；天津、云南发行规模跻身前列，净融资缺口收窄；山东、四川等省发行

量环比下降较多，净融资转负；东北、西北、西南等城投债整体净融资为负或为 0 的省份中，多数省

份各评级城投债发行均为 0，债券融资难度仍然较大。

5 月多数行业产业债发行量和净融资环比下降，仅房地产、医药生物、机械设备、休闲服务、国防军

工 5 个行业信用债发行规模环比增加，多数行业净融资为负。从 1-5 月的整体情况看，多数行业净融

资情况较 2021 年同期改善，1-5 月净融资为负的行业由 2021 年同期的 16 个减少至 9个，交通运输和

建筑装饰等基建相关行业今年前 5 个月净融资规模同比增幅较大，房地产和化工行业 5 月净融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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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1-5 月净融资规模较去年明显改善；有色、钢铁、采掘等行业 5 月债券融资出现净流出但 1-5

月净融资也明显好于去年同期。此外，机械设备、电子等信用债融资持续净流出行业 5 月净融资小幅

为正，但汽车和生物医药等行业净融资缺口仍然较大。

地产行业是 5 月少数信用债发行量和净融资均增长的行业之一。从发债企业性质看，当月地产债发行

仍以央企和地方国企为主，但民企债发行破冰，随着全国主要城市疫情的缓解和地产限购限售政策的

放松，6月中旬地产销售环比有所回暖，但持续性待观察；7月境内广义民企地产债再迎到期高峰，需

警惕三四线项目占比高、到期债务压力大的房企风险。

报告正文：

一、5月信用债进入发行淡季，信用债发行环比下降超 4成，净融资转负。从发行

结构看，5月城投债和产业债发行量环比下降幅度均较大，但好于去年同期。5月信用

债一级市场需求热度较高，各等级信用债平均发行利率均现下行，AA级下行幅度最大；

5月信用债加权平均发行期限小幅缩短，仅民企债平均发行期限有所拉长。

2022 年 5 月，年报披露截止时间过后，信用债发行量出现季节性下降，当月包含企

业债、中票、（超）短期融资券、公司债（含私募债）和定向工具在内的非金融企业信

用债共发行 6788 亿元，环比下降 44%，但同比去年 5 月上升 25%。当月信用债偿还量

6863 亿元，环比下降 29.8%，净融资-75 亿元，为 2021 年 6 月以来信用债净融资首度为

负，但融资缺口远小于 2021 年 5 月的 1941 亿元。

图表 1 2022年 5月信用债发行量下滑，净融资转负

数据来源：Wind，东方金诚
注：发行数据按照发行起始日统计，非金融企业信用债统计口径包含企业债、中票、短期融资券、公司债和定向工具；统计时间 2022年 6
月 7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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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行结构看，5月城投债和产业债发行量环比下降幅度均较大，但好于去年同期；

城投债净融资仍小幅为正，产业债净融资小幅为负。具体看，5月城投债共发行 2657亿

元，环比下降 52%，但同比增长 50%，净融资 285亿元，环比下降 79.9%，但同比增长

589亿元。尽管 5月城投债发行出现季节性下降，但明显好于去年同期。究其原因，近

期稳增长政策密集出台，基建明显提速，地方债务风险管控政策在保持隐性债务“遏制

新增、化解存量”的总体思路不变的情况下，重提“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保

障融资平台公司合理融资需求”等要求，城投债再融资政策有所放松。5月产业债共发

行 4132 亿元，环比下降 37%，但同比增长 12%；当月净融资-360 亿元，环比下降 1360

亿元，但同比少降 1198 亿元。

图表 2 2022年 5月产业债净融资转负，城投债净融资小幅为正

数据来源：Wind，东方金诚

2022 年 5 月信用债发行利率整体下行，但 AA 级发行利率走高。当月资金面较为宽

松，资金利率继续低于政策利率运行，同时利率债收益率全线下行，收益率曲线陡峭化。

5 月末 1 年、3 年、5 年期国开债到期收益率较 4 月末分别下行 18.8bps、6.9bps 和

5.5bps。5 月信用债整体以及主体级别 AAA 级、AA+级和 AA 级信用债按发行规模加权平

均的发行利率分别为 3.14%、2.77%、3.75%和 4.60%，较 4 月分别下行 20.9bps、

11.3bps、5.5bps 和 44.8bps。当月 AA 级信用债发行利率大幅下行，主要受到城投债发

行热度上升影响——以申购/发行倍数来衡量一级发行热度，5 月城投债发行热度大幅上

行，其中 AA 级城投债申购/发行倍数涨幅最大（图 6），推动发行利率大幅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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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2022年 5月国开债收益率曲线陡峭化下行 图表 4 5月资金利率继续低于政策利率运行

数据来源：Wind，东方金诚

图表 5 2022年 5月信用债加权平均发行利率总体下行，AA级发行利率下行幅度最大

数据来源：Wind，东方金诚

图表 6 2022年 5月信用债认购热度大幅升高

数据来源：Wind，东方金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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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信用债加权平均发行期限为 2.39 年，环比缩短 0.25 年。分企业性质

看，城投、产业类地方国企、央企债加权平均发行期限环比分别缩短 0.41 年、0.03 年

和 0.09 年至 2.98 年、2.45 年和 1.77 年，其中城投债加权平均发行期限降幅较大，或

与短久期、低评级城投债发行量增加有关：1 年期及以下城投债发行占全体城投债的比

重从 4月的 26%上升到 5月的 33%，其中 AA 级占比从 4 月的 3%上升到 5月的 5%。

5 月民企债券加权平均发行期限较 4 月拉长 0.78 年至 1.68 年。5 月监管部门加大

了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力度，交易商协会和交易所均推出信用保护工具助力民企债发行，

推动民企债券发行期限拉长；此外，5 月民企债中含回售权债券发行占比提高（10/34，

高于 4 月的 7/67）也推动了发行期限拉长，但即使假设全部到期行权，5 月民企债的平

均发行期限仍达到 1.32 年，较 4 月明显拉长。

图表 7 2022年 5月信用债加权发行期限小幅缩短，但民企债发行期限有所拉长（年）

数据来源：Wind，东方金诚

5 月信用债取消或推迟发行规模环比下降超 2/3，交易所终止审查公司债项目数大

幅减少。5 月信用债共取消或推迟发行 55 亿元，环比下降 105 亿元。一方面，资产荒背

景下市场需求旺盛，因申购资金不足取消发行的情况明显减少；另一方面，4 月以来信

用债发行利率明显下行，因利率不合意导致的取消发行也有减少。分企业性质看，5 月

城投债取消发行数量环比降幅最大，从 4 月的 74 只下降至 5 月的 20 只；5 月民企债无

取消发行，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其融资环境边际改善；当月央企债和地方国企债取消发行

数据亦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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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 2022年 5月信用债取消发行规模延续下行

数据来源：Wind，东方金诚

图表 9 2022年 5月交易所终止审核项目数量保持低位

数据来源：Wind，东方金诚

二、2022年 5月信用债发行结构性特征明显：信用债发行仍向中高等级集中，AA

级发行占比进一步下行；产业类地方国企和广义民企信用债净融资转负，民企债发行占

比下降但净融资缺口继续收窄。5月主要券种发行量均现下行，超短融、企业债和定向

工具净融资转负。

从主体评级结构看，5 月各评级信用债发行量环比降幅均较大，但好于去年同期，

净融资方面仅 AA+级净融资为正。5 月 AAA、AA+和 AA 级信用债发行量分别为 475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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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3 亿元和 577 亿元，环比分别下降 41%、46%和 59%，AA 级发行占比从 4 月的 12%下降

至 9%。但各评级发行情况均好于去年同期，同比涨幅分别为 28%、46%和 1%。净融资方

面，5月 AAA 级、AA+级及 AA 级信用债净融资额分别为-106 亿元、302 亿元和-186 亿元。

信用债发行和净融资延续了向高评级集中的趋势，尽管 5 月城投债需求热度较高，部分

低评级区县级城投债获得了较高的认购倍数，但 AA 级城投债发行规模占全体城投债发

行规模的比例较 4 月进一步下行至 20%，净融资转负。在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背

景下，预计低评级城投平台发行占比将保持低位。

图表 10 2022年 5月 AA级信用债发行占比延续下行，仅 AA+级信用债净融资为正

数据来源：Wind，东方金诚

5 月各类型发行人信用债发行量环比均下降，城投平台、央企、地方产业类国企和

广义民企1信用债发行量分别为 2657 亿元、1509 亿元、2366 亿元和 257 亿元，环比分别

下降 2921 亿元、1050 亿元、946 亿元和 450 亿元，广义民企债发行占比较 4 月下降 2

个百分点至 3.8%。净融资方面，5 月城投平台和央企信用债净融资分别为 285 亿元和

122 亿元，环比分别下降 80%和 61%；地方产业类国企和广义民企信用债净融资转负，分

别为-310 亿元和-172 亿元。不过，尽管环比大幅下降，但 5 月各类型发行人发行和净

融资情况好于去年同期——2021 年 5 月各类型发行人信用债净融资全部为负。

1 广义民企包含企业性质为民营企业、集体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公众企业及其他企业，分类标准来源

于 wind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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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 2022年 5月产业类地方国企和民企债净融资转负，民企发行占比下降

数据来源：Wind，东方金诚

从不同性质发行人分主体评级的融资情况看，5 月央企、产业类地方国企和民企债

发行以 AAA 级为主，三类主体 AAA 级信用债发行量占比分别达到 97%、86%和 84%；城投

债 AAA 级发行占比相对较低，仅为 36%，AA+级和 AA 级分别占到 44%和 20%。城投债贡献

了大部分的 AA+级和 AA 级信用债发行量：5 月城投债在 AA+和 AA 级信用债发行量中的占

比分别达到 80%和 93%。净融资方面看，AAA 级产业类地方国企、各评级民营企业和 AA

级各类型企业 5 月净融资为负，5 月信用债发行回落主要为季节性原因，预计 6 月相关

主体净融资将有所修复。

图表 12 2022年 5月，除城投企业外，其他性质企业 AA+及 AA级发行量较少，净融资为负（单位：亿元）
AAA 级发行 AA+级发行 AA 级发行 AAA 级净融资 AA+级净融资 AA 级净融资

中央国有企业 2296 70 0 118 22 -18

地方产业类国企 1296 182 31 -257 9 -59

城投企业 952 1150 536 45 346 -95

广义民营企业 215 31 11 -12 -76 -14

总计 4759 1433 577 -106 302 -186

数据来源：Wind，东方金诚

5 月主要券种发行量均现下行，超短融、企业债和定向工具净融资为负。5 月发行

规模最大的券种为超短融（2427 亿元）、中票（1529 亿元）和一般公司债（1054 亿元），

发行量环比分别减少 1676 亿元、1621 亿元和 506 亿元。5 月私募债、定向工具、企业

债和短融分别发行 994 亿元、208 亿元、84 亿元和 501 亿元，环比分别减少 511 亿元、

516 亿元、552 亿元和增长 14 亿元。净融资方面，5 月超短融、企业债和定向工具净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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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为负，其余券种净融资为正。其中净融资规模最大的为中票、私募债和一般公司债，

5月净融资规模分别为 441 亿元、307 亿元和 307 亿元。

图表 13 2022年 5月主要券种发行规模均现下行

数据来源：Wind，东方金诚

从不同券种分主体评级信用债融资情况来看，5 月 AAA 级超短融发行规模最大，其

次为中票、一般公司债和短融，其中中票、一般公司债和短融是 AAA 级信用债净融资为

正的三大券种；超短融、私募债、定向工具和企业债 AAA 级净融资为负。5 月 AA+级信

用债发行中，公募品种和私募品种贡献比较均衡，但净融资以私募债和中票为主，一般

公司债、短融和定向工具亦有贡献。5 月 AA 级信用债发行中，公募券种占比 43%，主要

由中票和短融贡献，净融资为正的券种主要为私募债、中票和短融。

图表 14 2022年 5月 AA级净融资主要依赖私募债
AAA 级发行 AA+级发行 AA 级发行 AAA 级净融资 AA+级净融资 AA 级净融资

中期票据 1162 276 92 347 99 23

企业债 53 7 18 -21 -26 -47

一般公司债 933 95 17 340 16 -8

短期融资券 382 65 54 249 19 16

超短期融资债券 2075 285 68 -795 -212 -91

定向工具 20 143 41 -140 56 -116

私募债 135 563 287 -85 351 37

私募品种占比 3% 49% 57% - 135% -

数据来源：Wind，东方金诚

三、2022 年 5 月多数省份城投债发行量和净融资环比下降，区域之间的分化有

所收敛：江浙区域城投债发行规模减半，AA 级净融资维持低位；天津、云南发行规

模跻身前列，净融资缺口收窄；山东、四川等省发行量环比下降较多，净融资转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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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多数行业产业债发行量和净融资环比下降，仅地产债和国防军工行业信用债发

行量和净融资均环比增加，民企地产债发行破冰，净融资缺口小幅收窄。

分省份融资情况看，5 月为信用债发行淡季，城投债融资环境边际向宽，一级市场

需求热度较高，城投债发行出现一些新的区域特征：首先，从发行量看，大多数省份 5

月发行规模较 4 月下降较多，仅云南、北京、贵州城投债发行量环比增加；其中发行规

模最大的省份仍为江浙两省，但发行规模环比减半，天津、云南单月发行规模跻身第 3

名、第 6 名，山东、四川等省份发行量环比降幅较大，有 8 个省份城投债发行量为 0。

其次，净融资方面，5 月多数省份城投债净融资为正，但规模环比下降，仅 7 个省份城

投债净融资环比增加，另有 8 个省份城投债净融资为负、8 个省份城投债净融资为 0；5

月云南、贵州两省城投债净融资为正，年初以来的融资缺口出现缩窄；天津市城投债 5

月发行规模较大，但净融资仍然为负。最后，分评级看，AAA 级、AA+级和 AA 级净融资

为正的省份数量分别为 9 个、15 个和 7 个，云南省 AAA 级净融资规模最大，重庆和贵州

AA+级净融资规模最大，而 AA 级净融资规模最大的省份为河南。5 月浙江省 AA 级平台净

融资转负，江苏省 AA 级平台净融资仅为个位数，江浙两省弱资质平台净融资仍在压降；

东北、西北、西南等城投债整体净融资为负或为 0 的省份中，多数省份各评级城投债发

行均为 0，债券融资难度较大；天津市 AAA 级平台净融资仍为负，但融资缺口收窄。

图表 15 分省份城投债融资情况（按照当月发行规模排序）

城投债发行规模（亿元） 城投债净融资（亿元）

2022.5 2022.4 环比 2022.1-5 2021.1-5 2022.5 2022.4 环比 2022.1-5 2021.1-5

江苏 595 1051 -457 5441 6345 5 -79 84 1220 2591

浙江 238 586 -348 2363 3304 28 261 -233 1304 2400

天津 182 185 -3 944 555 -8 -71 64 -78 -661

河南 171 252 -81 870 269 57 142 -85 469 -43

广东 142 367 -225 1550 1682 6 163 -158 700 812

云南 139 61 79 317 223 67 -55 122 -126 -204

湖北 127 243 -115 818 779 40 97 -57 338 333

山东 116 564 -448 1608 1570 -23 218 -241 739 977

江西 106 162 -57 742 1080 33 19 14 251 619

上海 103 208 -105 839 685 79 65 14 440 376

重庆 102 231 -129 964 890 16 55 -39 394 266

湖南 98 224 -126 896 1091 9 85 -77 255 436

安徽 98 166 -68 966 941 3 27 -24 352 277

四川 79 407 -328 1110 1172 -9 238 -247 582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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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67 258 -191 1070 1171 -2 86 -88 536 485

北京 62 42 20 401 362 -6 -64 58 53 6

贵州 58 27 31 63 196 49 44 -66 34

河北 56 101 -45 296 158 6 76 -71 140 23

陕西 37 110 -73 370 316 12 74 -62 185 121

新疆 21 102 -81 284 247 -18 74 -92 156 25

山西 20 51 -31 160 170 -6 9 -15 82 51

广西 16 94 -79 369 375 -27 59 -86 84 116

黑龙江 6 7 -1 9 12 5 0 5 -14 -14

西藏 0 6 0 51 70 0 -4 0 31 55

海南 0 0 0 0 0 0 0 0 0 0

宁夏 0 0 0 19 19 0 0 0 9 -11

内蒙古 0 0 0 0 12 0 0 0 0 2

辽宁 0 0 0 17 44 0 0 0 -12 -131

青海 0 0 0 5 13 0 0 0 -14 8

吉林 0 61 0 113 74 0 -7 0 -41 6

甘肃 0 0 0 26 51 0 0 0 -54 16

数据来源：Wind，东方金诚

图表 16 分省份分评级城投债融资情况（按当月净融资规模排序，单位：亿元）

AAA AA+ AA 全部

发行 净融资 发行 净融资 发行 净融资 发行 净融资

上海 88 64 15 15 0 0 103 79

云南省 107 75 32 1 0 -9 139 67

河南省 60 14 51 31 60 12 171 57

贵州省 0 0 58 57 0 -8 58 49

湖北省 40 15 61 49 26 -23 127 42

江西省 5 -10 68 43 32 3 106 35

浙江省 22 -11 175 46 41 -8 238 28

重庆 0 -22 79 62 23 -21 102 19

湖南省 0 0 60 4 39 9 98 13

陕西省 21 6 0 0 16 6 37 12

广东省 118 -9 10 5 14 9 142 6

河北省 0 0 45 9 11 -3 56 6

黑龙江省 0 0 6 6 0 -1 6 5

江苏省 129 -43 292 41 174 7 595 5

安徽省 25 25 44 2 22 -26 92 1

海南省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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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0 0 0 0 0 0 0 0

西藏 0 0 0 0 0 0 0 0

青海省 0 0 0 0 0 0 0 0

甘肃省 0 0 0 0 0 0 0 0

内蒙古 0 0 0 0 0 0 0 0

吉林省 0 0 0 0 0 0 0 0

辽宁省 0 0 0 0 0 0 0 0

福建省 50 17 5 -15 12 -4 67 -2

四川省 15 10 39 -4 25 -11 79 -5

山西省 15 -5 5 0 0 0 20 -5

北京 57 20 0 -25 5 -1 62 -6

天津 175 -8 5 -3 3 3 182 -8

新疆 0 0 10 -11 11 -7 21 -18

山东省 25 -57 81 46 10 -12 116 -23

广西 0 -23 3 0 13 -4 16 -27

数据来源：Wind，东方金诚

产业债分行业来看，28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5 月多数行业信用债发行和净融资规模

较 4 月环比下降，仅房地产、医药生物、机械设备、休闲服务、国防军工 5 个行业信用

债发行规模环比增加；5 月有 9 个行业净融资为正，仅房地产和国防军工行业 5 月净融

资较 4 月环比增加，另有 13 个行业净融资为负，6 个行业净融资为 0，环比 4 月均增加

5 个。从 1-5 月的整体情况看，多数行业净融资情况较 2021 年同期改善，1-5 月净融资

为负的行业由 2021 年同期的 16 个减少至 9 个，交通运输和建筑装饰等基建相关行业今

年前 5 月净融资规模同比增幅较大，房地产和化工行业 5 月净融资规模最大，1-5 月净

融资规模较去年明显改善；有色、钢铁、采掘等行业 5 月债券融资出现净流出但 1-5 月

净融资也明显好于去年同期。此外，机械设备、电子等信用债持续净流出行业 5 月净融

资小幅为正，但汽车和生物医药等行业净融资缺口仍然较大。

图表 17 产业债分行业融资情况（按照 2022年 5月发行规模排序）

产业债发行规模（亿元） 产业债净融资（亿元）

2022.5 2022.4 环比 2022.1-5 2021.1-5 2022.5 2022.4 环比 2022.1-5 2021.1-5

公用事业 971 1024 -53 5155 5575 -152 -50 -102 553 521

交通运输 586 1171 -585 4202 4423 14 288 -275 1054 63

房地产 406 305 101 1656 2128 216 68 148 337 -690

综合 385 682 -297 3064 2800 -89 138 -228 845 -235

非银金融 340 486 -146 1766 1120 25 65 -39 240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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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311 425 -114 1932 1796 -81 42 -123 330 -99

化工 248 399 -151 1340 914 202 207 -5 785 145

建筑装饰 229 359 -131 1720 1869 4 28 -24 612 169

采掘 132 283 -151 1388 1259 -159 -106 -53 -293 -898

钢铁 96 220 -124 974 933 -104 75 -179 107 -391

医药生物 83 26 57 325 427 -5 -85 80 -92 -89

机械设备 75 40 35 370 617 15 -67 82 46 -184

有色金属 60 169 -109 852 479 -43 1 -44 171 -298

商业贸易 56 226 -170 772 505 -52 65 -117 192 -291

建筑材料 40 81 -41 236 217 -10 -4 -6 14 -1

电气设备 29 55 -26 135 103 -5 41 -45 22 9

休闲服务 26 8 18 111 115 5 -37 42 -3 7

电子 15 48 -33 177 110 14 25 -11 72 -87

食品饮料 13 259 -246 853 684 -130 199 -329 248 173

国防军工 10 6 4 36 68 7 -4 11 -42 1

传媒 8 46 -38 149 173 -10 1 -11 24 24

计算机 5 7 -2 32 17 0 1 -1 -28 -77

农林牧渔 3 22 -19 66 58 -14 10 -23 17 -37

家用电器 0 45 -45 48 210 0 42 -42 -19 30

汽车 0 27 -27 77 83 0 -51 51 -128 -212

纺织服装 0 16 -16 24 18 0 5 -5 -13 -8

轻工制造 0 0 0 2 0 0 0 0 -25 0

通信 0 115 -115 423 207 0 110 -110 140 1

数据来源：Wind，东方金诚

图表 18 2022年 5月过剩产能行业债券融资情况好于去年同期

数据来源：Wind，东方金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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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行业是 5 月少数信用债发行量和净融资均增长的行业之一。从发债企业性质看，

当月地产债发行仍以央企和地方国企为主，但民企债发行破冰——5 月 16 日开始，龙湖、

美的置业、碧桂园等龙头企业在信用保护工具支持下相继成功发行信用债，打破了此前

民企地产公司连续 66天无公开市场债券发行的僵局。当月广义民企共发行地产债 30亿

元，净融资-51亿元，净融资缺口较 4月小幅缩窄。随着全国主要城市疫情的缓解和地

产限购限售政策的放松，6月中旬地产销售环比有所回暖，但持续性待观察；7月广义

民企地产债再迎到期高峰，需警惕三四线项目占比高、到期债务压力大房企的风险。

图表 19 2022年 5月地产债融资环比同比均现改善，民企债重启发行

数据来源：Wind，东方金诚

图表 20 2022年 7月境内民企地产债到期量增幅较大

数据来源：Wind，东方金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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