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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銀行今年第二次降準

註：已執行5%存款準備金率的部分縣域法人金融機構除外
金融機構加權平均存款準備金率為8.4%

大公報製圖 中小型銀行下降0.5%
12月15日調整為9.5%

大型銀行下降0.5%
12月15日調整為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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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降準0.5% 放水1.2萬億穩增長

藍皮書：中國經濟今年料增8% 超預期

人行表示，此次降準為全面降準，
除已執行5%存款準備金率的部分縣域法
人金融機構外，對其他金融機構普遍下
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是次降準
釋放的一部分資金，將被金融機構用於
歸還到期的MLF（中期借貸便利），還
有一部分被金融機構用於補充長期資
金，以更好滿足市場主體需求。

蘇寧金研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副主
任陶金坦言，全面降準使貨幣 「邊際寬
鬆」 趨勢逐漸明確，體現了政策的時效
性、前瞻性，更反映了未來 「穩增長」
必要性的加大。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
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盤和林指出，歲末
年尾是流動性的枯水期，現階段實體企
業對流動性有一定需求，此次降準不僅
及時，而且非常必要，既紓解了企業流
動性問題；同時，面對歐美央行持續的
貨幣寬鬆，可對沖匯率升值壓力。

分折：提振信心 金融股看俏
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表示，

更直接的作用是改善銀行負債狀況，從
而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包括加大對重
點項目、高新製造業等領域的支持力
度，降準後市場融資成本有望下降，推
動整體融資利率水平下降。

人行提到，此次降準在保持流動性
合理充裕的同時，可有效增加金融機構
支持實體經濟的長期穩定資金來源，增
強金融機構資金配置能力。另一方面，
可引導金融機構積極運用 「降準資金」
加大對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微企業的
支持力度。此外，每年可降低金融機構
資金成本約150億元，通過金融機構傳
導，可促進降低社會綜合融資成本。

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江瀚認為，降
準有效釋放市場流動性，對資本市場直
接刺激作用非常明顯。盤和林判斷，降

準帶來的流動性可提振投資者信心，推
動金融股等權重板塊上行。

盤和林進一步表示，降準或推動實
際利率下行，固收類產品投資收益下
降，並企業債、地方債等發行利率有所
降低，這均有利於拓寬企業、地方政府
等多個層面的融資渠道，為來年推動新
基建等公共建設積累資金提供條件。

明年或續降準甚至減息
人行強調，堅持正常貨幣政策，保

持政策的 「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
性」 ，不搞 「大水漫灌」 ，為高質量發
展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
金融環境。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明
言，三季度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同
業存單利率下行，且存款利率上限改革
壓降了存款加權平均利率，但一般貸款
利率不降反升，表明此前貨幣政策寬鬆
的邊際效果已有限。他稱， 「穩增長」
已成為政策共識，未來貨幣政策仍需維
持 「穩中偏鬆」 格局，不排除人行明年
繼續降準，甚至降息的可能。

連平相信，為滿足季節性和階段性
流動性需求，明年上半年人行仍可能會
小幅降準。人行亦會透過支農、支小再
貸款再貼現、普惠金融政策、碳減排支
持工具、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專項再貸款
等結構性工具，繼續擴大對重點領域、
重點區域高質量發展的支持力度。

陶金判斷， 「穩增長」 將成為明年
經濟工作的重要任務，宏觀政策除了在
「結構調整」 領域更為積極外，貨幣、

財政政策的時效性與前瞻性將繼續加
大，尤其是明年上半年，中國會及時做
好政策準備，藉此為下半年可能面臨的
風險留下一個更具韌性的實體經濟復甦
基礎。

中國人民銀行今年第二次降準，以支持實體經
濟發展，促進綜合融資成本穩中有降。人行昨宣
布，12月15日調降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
降準後金融機構加權平均存款準備金率為8.4%，預計釋
放1.2萬億元（人民幣，下同）長期資金。人行強調此次
降準促進綜合融資成本穩中有降，是貨幣政策常規操
作，穩健貨幣政策取向沒有改變。受訪專家預
計，降準將在短期起到明顯作用，未來貨幣政策
仍維持 「穩中偏鬆」 格局，明年上半年仍有降
準，甚至降息的可能。

促進融資成本穩中有降 加大支持中小微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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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倪巍晨

人民銀行降準
答記者問

貨幣政策

••此次降準是貨幣政策常規操
作，穩健貨幣政策取向沒有改
變。堅持正常貨幣政策，保持
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可持
續性，不搞大水漫灌，為高質
量發展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
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降準目的

••加強跨周期調節，優化金融機
構的資金結構，提升金融服務
能力，更好支持實體經濟。包
括增加金融機構支持實體經濟
的長期穩定資金來源；引導金
融機構積極運用降準資金加大
對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微企
業的支持力度；此次降準降低
金融機構資金成本每年約150
億元人民幣，通過傳導可促進
降低社會綜合融資成本

釋放資金

••共計釋放長期資金約1.2萬億
元人民幣。一部分資金將被金
融機構用於歸還到期的中期借
貸便利（MLF），還有一部分
被金融機構用於補充長期資
金，更好滿足市場主體需求

大公報記者倪巍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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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料人行明年可能降息

蘇寧金研院宏觀
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陶金

盤古智庫
高級研究員江瀚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
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盤和林

植信投資
首席經濟學家連平

中金公司
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

大公報記者倪巍晨整理

貨幣 「邊際寬鬆」 趨勢逐漸明確，體現了央行政策的時效
性、前瞻性，更反映了未來 「穩增長」 必要性的加大。明
年宏觀政策除了在 「結構調整」 領域更為積極外，貨幣、
財政政策的時效性與前瞻性將繼續加大

資本市場的 「直接刺激」 作用非常明顯，但不會推動房價
大幅上漲

歲末年尾是流動性的枯水期，降準很好地紓解了企業的流
動性問題，也能對沖人民幣升值壓力。預計降準可紓解房
地產行業流動性緊張問題，並為股市帶來流動性

對補充市場流動性將發揮積極作用，更直接的作用是改善
銀行負債狀況，從而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為滿足季節性
和階段性流動性需求，預計後續公開市場操作更具前瞻性

「穩增長」 已成為政策共識，未來貨幣政策仍需維持 「穩
中偏鬆」 格局，不排除人行明年繼續降準，甚至降息

社科院經濟預測
經濟指標

GDP實際增長
CPI
PPI

工業增加值實際增長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
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

房地產投資增長
出口（以美元計）
進口（以美元計）

M2餘額增長
資料來源：中國社科院2022年《經濟藍皮書》

大公報記者王珏製表

2021年
+8%
+0.8%
+7.8%
+9.6%
+12.1%
+4.5%
+5.1%
+30.2%
+28%
+8.4%

2022年
+5.3%
+2.5%
+5%
+5.6%
+6.5%
+5.5%
+3.8%
+6%

+10.4%
+8.6%

【大公報訊】記者
倪巍晨上海報道：人行
宣布降準，將有效降低

房企融資成本，改善房企融資市場環境，
但在 「房住不炒」 政策基調下，降準不會
推動房價的大幅上漲。

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江瀚表示，對房
地產市場而言，降準能有效降低房企融資
成本，特別對目前資金鏈壓力較大的開發
商，更是利好消息。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
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盤和林指出，降準
可紓解房地產行業流動性緊張問題，防止
違約，保持房地產行業整體穩健發展。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

指出，從房地產的角度來看，銀行對於房
貸投放的力度增強，因為資金配置能力在
提高，進而有助於包括按揭貸款、開發貸
款等領域的活躍。結合此前銀保監會提及
重點保障剛需和改善型購房需求，嚴躍進
預計後續房貸多投向此類領域也是趨勢。

嚴躍進又提到，此次降準重在提高商
業銀行資金配置能力。在以銀行為核心的
金融機構，未來貸款的額度和投放貸款的
能力將明顯增強，認為其顯然會影響今年
12月份以及明年上半年的貸款投向。江瀚
認同，降準後個人房貸放鬆的可能性有望
進一步增加，但在 「房住不炒」 基調下，
降準不會推動房價的大幅上漲。

房貸有望鬆綁 樓市平穩發展
房住不炒

【大公報訊】記者王鈺
北京報道：中國社會科學院
院長謝伏瞻提到，當前，部
分房地產企業債務問題較為
突出，正處於應對和化解之
中。一方面應繼續堅持房住
不炒、因城施策、一城一策
的調整基調，防止房地產政
策變調走樣；另一方面應按
照市場化、法制化原則，處
置化解個別房企的風險事
件，壓實企業主體責任。

謝伏瞻表示，要防範政
策落實中的 「共振效應」 。
他指出，近期地產銷售和投
資、土地出讓出現了放緩跡
象，部分城市出現了房價下
跌和購房的觀望情緒的情
況，都需要引起重視。

他認為，房地產相關產
鏈條較長，在國民經濟中具
有系統重要性，特別是對於
依賴較高的地區，房地產市

場一旦過度放緩，可能觸發
更為複雜的風險傳導鏈條。

除了繼續堅持房住不
炒、因城施策、一城一策的
調整基調，防止房地產政策
變調走樣；按照市場化、法
制化原則，處置化解個別房
企的風險事件外，他認為，
要審慎管理房地產市場，做
好穩房價和穩預期的工作；
輸堵結合，合理增加人口淨
流入城市的保障性住房建
設，穩定相關政策，調整信
貸供給，通過長效機制促進
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藍皮書指出，房產是家
庭財產的最主要組成部分，
控制房價及其上升預期，穩
步推行房產稅，使住房回歸
居住屬性，提高低收入群體
的購房能力，減少多套住房
者的住房持有套數，有利於
縮小財產差距。

社科院：穩步推行房產稅

▶降準後，金
融機構加權平
均存款準備金
率 8.4% ， 預
計釋放1.2萬
億元人民幣長
期資金。

【大公報訊】記者王珏北京報道：中國社
科院昨日舉行2022年《經濟藍皮書》發布會
暨中國經濟形勢報告會。與會專家指出，今年
中國經濟總體保持恢復態勢，經濟增速在全球
主要經濟體中保持領先，預計全年經濟增長
8%，超過預期目標。藍皮書預計2022年中國
經濟增長5.3%左右，消費物價指數（CPI）
將處於溫和區間，物價溫和上漲，出現全面
通脹風險的可能性不大。

全面通脹風險可能性低
考慮到全球疫情仍在持續，藍皮書預計

2022年中國經濟增長5.3%左右，2020至
2022年三年平均增長5.2%，略高於2020至
2021年兩年平均增速。2022年CPI將處於溫
和區間，出現全面通脹風險的可能性不大，
生產者出廠價格（PPI）上漲5%左右，CPI
上漲2.5%左右，二者剪刀差明顯縮小，但
預測因疫情變化而存在向下調整的可能。

中國社科院院長謝伏瞻在發布會上稱，
今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實際增速預
計超過預期目標，但也應認清當前內地經濟

運行中，仍然面臨着問題和挑戰，需要重點研
究和妥善應對。其中，新冠肺炎疫情仍是當前
和今後一個時期經濟復甦的最大不確定性因
素，還要有效應對全球產業出現的分散化、多
元化、地區化、本土化趨勢，降低芯片短缺、
大宗商品價格高漲、國際運力緊張等問題對產

業鏈供應鏈保持穩定的影響。
此外，中國經濟運行中既有供給側問題，

也有需求側問題，短期看，當前有效需求不
足，對經濟影響比較突出。因此，應適度增強
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的力度，財政政策加力提
效，進一步優化支出結構，貨幣政策保持流動
性合理充裕，保證信貸總量增長的穩定性，
引導平均融資利率適度下降，通過綜合施策
促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爭取和創造更大的空
間。

藍皮書建議，2022年，積極的財政政
策要加力提效，繼續保持一定支出強度，更
加注重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和以人為核心的城
鎮化，對沖經濟增長下行壓力；穩健的貨幣
政策要穩量降負，增強信貸總量增長的穩定
性，引導實體經濟平均融資利率下行，降低
實體經濟利息負擔，有效應對成本推升型通
脹；堅持就業優先政策，加快破除勞動力市
場結構性矛盾，強化城鎮就業擴容體制；加
強財政、貨幣、產業、區域、競爭等方面政
策協調，既要防止相互掣肘，也要避免政策
疊加共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