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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资金利率还会宽松吗？ 接下来一个阶段，狭义流动性和广义流动性“回归”至“合

意”水平：M2 增长减速或导致 2022 年资金利率大幅偏离政策利率的充裕资金来

源格局被改变，目前商业银行获取准备金的机会成本重新回到货币市场利率上来，

准备金需求扩张或增强货币政策以准备金为抓手的流动性供给主导权，即便未来

短期资金利率在政策利率附近企稳，但是资金供需回归准备金为重心的调控体系

也意味着资金供需只是保持相对松紧，关键期限资金利率或在政策利率中枢上下

10 个 BP 内窄幅波动。 

 警惕资金利率抬升对商业银行贷款投放“宽信用”的反噬效应：如果趋于上

行的资金利率推升商业银行主动负债成本，或影响商业银行资产端投放贷

款的意愿和能力。商业银行面临一方面资产端收益面临“推动综合融资成本

稳中有降”的下行挑战；另一方面负债端则面临资金成本抬升的压力，净息

差收窄或反而影响贷款稳健增长。在目前“降息空间有限” 的情况下，负

债端成本抬升的压力或依赖充裕流动性投放，此时“降准”的政策效应或大

于“降息”。 

 2022 年以来 M2 高于名义 GDP 增速“基本匹配”阈值的增长体现了货币

协同财政“逆周期调节”的刺激效应，随着 2023 年“泛财政”因素减弱或

减速 M2 增长，此时如果货币政策需要继续保持 M2 增速、维持流动性供给

充裕，需要更大规模的政府债券发行或“降准”推升货币乘数、扩大基础货

币的派生作用。 

 货币政策操作 3 种倾向：“货币政策财政化”、“控表”和约束转向。 

 维持资产负债表总量规模和增速相对平稳是货币政策操作的前提。如果央

行将维持资产负债表规模相对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稳健性的前提，那么资产

负债表扩张超过央行合意规模水平或诱发“降准”，对冲资产负债表扩张压

力，因此从 2022 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来看，“降息”和“降准”等

总量政策短期加码宽松的概率较低，“降准”的窗口还没有关闭。 

 风险提示：（1）2023 年 CPI 同比增速的上行风险还未消散，尤其是人民银行最担

忧的通胀预期扩散、导致 PPI 的累积涨价压力向中下游传导，带动通货膨胀压力

上行；（2）2023 年中美货币政策周期背离是否会收敛，2022 年人民币汇率贬值压

力从外部均衡方面约束了“降息”，牵制了货币政策宽松空间，2023 年中美货币政

策周期背离时段若延长，或继续增加货币政策约束条件；（3）2023 年疫情二次反

复或影响经济内生性复苏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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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份以来资金供需偏紧，短中期资金利率向政策利率加速收敛，而央行连续

2 个月维持准备金率和政策利率不变，导致市场极为关注货币政策的动向，需要从

2022 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寻觅政策信号。我们认为 2022 年第四季度货

政报告顺延了 2022 年以来的操作风格变化，表露出货币政策操作的 3 种倾向。 

1. 货币政策的 3 种倾向 

基础货币愈加倾向通过专项再贷款投放。基础货币投放从 2014 年至 2020 年

期间以 MLF 工具为主，2020 年以来正在渐渐转变为以专项再贷款为主，这种变

化表现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即是一方面MLF+PSL+SLF三项结构性工具余额占基

础货币余额比重下降；另一方面央行资产端“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却在继续

扩张，再贷款余额占央行投放给商业银行债权的比重趋于抬升。 

表 1： 2022 年以来各项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梳理 

工具 余额（亿元） 日期 利率 额度（亿元） 

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 7399 2022/6/29 NA 6000 

新增政策性银行贷款 8000 2022/6/6 NA 8000 

抵押补充贷款 31528 NA 2.40% NA 

碳减排支持工具 3097 2021/11/8 1.75% 8000 

科技创新 2000 2022/4/28 1.75% 4000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 811 2021/11/17 1.75% 3000 

普惠养老 7 2022/4/29 1.75% 400 

交通物流专项 242 2022/4/18 1.75% 1000 

制造业更新改造 809 2022/9/28 1.75% 2000 

民航专项 NA 2022/4/26 NA 1500 

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 NA 2023/1/13 NA 2000 

住房租赁贷款支持计划 NA 2023/1/13 NA NA 

总和 53893   35900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德邦研究所 

注：NA 表示该项目还未披露详细信息。 

根据央行披露的数据，截至 2022 年底，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约 6.4 万亿

元，占货币当局总资产规模的比重达到 15%左右。根据央行披露的数据计算，仅

从 2022 年年内新增的结构性政策工具来看，各项专项再贷款在 2022 年底的余额

达到 1.25 万亿，其中包括央行适时出台的 3500 亿元保交楼专项借款。如果加上

2 批次总和 7399 亿元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新增的 8000 亿元政策性银行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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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以及恢复投放的抵押补充贷款，截至 2022 年底，这些政策工具的余额总和接近

5.39 万亿元。 

和再贷款等结构性政策工具余额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比重提升不同，传统的

MLF 等基础货币投放比重反而下降。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MLF+PSL+SLF）

三项结构性政策工具余额占基础货币的比重降至 21%，比 2021 年末环比下降了

0.1 个百分点：从分子端来看，2022 年全年 PSL 投放增加 3511 亿元，MLF 实现

零增长，SLF 反而净减少 3.80 亿元；从分母端来看，基础货币余额增长 31468.69

亿元。我们曾经在专题报告《从货币政策看债券市场稳定了吗？——怎样理解最

近的债券下跌和货币政策操作》中提到过一个猜想：如果投向政策性银行的 PSL

也能够起到填补中长期流动性缺口的作用，那么存在一种可能性即是随着 PSL 的

增量操作，MLF 的操作空间受到限制，中长期流动性的投放愈加带有“定向扶持”

的特征。从央行资产负债表实际变化情形来看，PSL 起到了这一作用，带有定向

扶持特点的再贷款工具在基础货币投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货币政策的

这一操作倾向产生于 2020 年疫情发生之后，再贷款再贴现工具在供给端“保主

体”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带有约束激励机制的政策工具成为央行青睐的

投放基础货币的方式，这一倾向在 2022 年进一步多样化，并且我们认为会在 2023

年成为货币政策的重要风格，即“货币政策财政化”。 

图 1：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MLF 等工具占基础货币比例回落  图 2：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主要专项再贷款余额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央行维持稳定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的倾向。在 2022 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

行报告的专栏 1 和专栏 2 中，央行数次提及“资产负债表”：（1）“稳健货币政策

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没有大起大落，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基本稳定，货

币政策操作利息收入和支出大体相当，为保持基本稳定的央行利润提供了重要条

件”；（2）“人民银行在保持资产负债表健康可持续的前提下，依法向财政上缴利

润，不会造成财政向央行透支，也不是财政赤字货币化”；（3）“健康可持续的央

行资产负债表，是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和强化金融服务的履职

基础，既保障了央行实现币值稳定、控制通胀的可信度，也确保了央行能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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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4）“在央行资

产负债表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1。 

我们在 2022 年 11 月份的专题报告《如何看待货币政策“降准”和“控表”？》

中通过对易纲行长的讲话分析过央行是否会调控资产负债表规模：当存款准备金

率处于较低位置或者不动用准备金工具时，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和基础货币的

变化保持同步、基础货币量和银行体系流动性基本等同，而中国则还有较高的存

款准备金率可供动用，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赋予央行在没有“扩表”或“缩表”的

条件下通过调整基础货币结构来调节流动性供需的自由度。以“降准”来保持相

对稳定的资产负债表稳定是常规货币政策的表现，因此人民银行没有直接以资产

负债表总量调控为目的，而是珍惜常规货币政策空间导致了资产负债表的相对稳

定。因此维持资产负债表总量规模和增速相对平稳是货币政策操作的前提。 

图 3：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央行保持较快“扩表”速度  图 4：贷款的增长主要依赖央行“扩表”实现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从央行资产负债表来看，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央行总资产同比增速达到

5.33%，较 2022 年 11 月份 2.14%的水平环比上升了 3.19 个百分点。央行资产负

债表扩张主要体现在资产端“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和负债端“基础货币”科

目。2022 年四季度通过各种专项再贷款等结构性政策工具稳定贷款投放，这种直

达机制一方面提高了贷款投放效率，信贷政策能够直接纾解特定行业和领域融资

困难；另一方面则是造成贷款投放“脱媒”，在“贷款创造存款”机制下，贷款投

放创生出更大规模的存款，传统上“央行-商业银行-非金融实体”三个部门之间的

资产负债表联动效应导致贷款增速和 M2-央行资产负债表增速差保持长期协整，

但是 2022 年再贷款这种直达属性的贷款工具导致央行“扩表”和贷款投放的同

时，和 M2 增速之间“脱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结构性政策工具导致贷款

投放“脱媒”，贷款和 M2 之间的联动效应降低、存贷差扩大。 

但是央行“扩表”并非毫无限制，如果央行将维持资产负债表规模相对稳定

                                                      
1 （1）至（3）引自专栏 1，（4）引自专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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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货币政策稳健性的前提，那么当资产负债表扩张超过央行合意规模水平时，

或诱发“降准”，带有“缩表”属性的“降准”可以对冲资产负债表扩张压力，因

此从 2022 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来看，“降息”和“降准”等总量政策短

期加码宽松的概率较低，可“降准”的必要性却高于“降息”，如果 2023 年一季

度强劲的贷款增长带动央行资产负债表较快扩张，“降准”的窗口就没有关闭。 

表 2： 2022 年四个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对通胀的表述 

场合 当前通胀形势 未来通胀展望 

2022 年四季度货政报告 
预计通胀水平总体保持温和，也要警

惕未来通胀反弹压力。 

疫情防控优化后消费动能可能逐步升温……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企

业加快复工满产，劳动力市场加速回暖可能对未来工资变化产生影

响；各方面政策累积效果还在逐步显现；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较为顽

固，大宗商品价格仍存上涨压力，海外高通胀也可能通过生产、流通

等环节向国内传导。要加强监测研判，持续关注通胀反弹压力。 

2022 年三季度货政报告 

物价涨幅总体温和，但要警惕未来通

胀反弹压力……也要高度重视未来通

胀升温的潜在可能性。 

目前地缘政治冲突仍扰动世界能源供应，发达经济体高通胀粘性较

强，外部输入性通胀压力依然存在；一段时间以来我国 M2 增速处于

相对高位，若总需求进一步复苏升温可能带来滞后效应；冬季猪肉采

购和采暖需求旺盛、春节错位等因素，特别是疫情防控更加精准后消

费动能可能快速释放，也可能短期加大结构性通胀压力，对此要密切

关注，加强监测研判，警惕未来通胀反弹压力。 

2022 年二季度货政报告 

全年物价水平将保持总体稳定，但要

警惕结构性通胀压力……下一阶段，

受消费需求复苏回暖、PPI 向 CPI 滞

后传导、新一轮猪肉价格上涨周期开

启、能源和原材料成本仍处高位等因

素影响，国内结构性通胀压力可能加

大，输入性通胀压力依然存在……警

惕通胀反弹压力。 

短期内我国结构性通胀压力可能加大，输入性通胀压力依然存在，多

重因素交织下物价涨幅可能阶段性反弹，对此不能掉以轻心……从国

内看，诸多因素叠加将驱动通胀中枢阶段性抬升，主要压力来自：一

是疫情受控后未来消费复苏回暖，可能推动前期 PPI 上涨向 CPI 的

传导加快……二是我国 CPI 篮子对食品特别是猪肉价格依赖较大，目

前新一轮“猪周期”已开启，可能拉动 CPI 食品分项涨幅走高……三

是我国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品的进口依赖度较高，能源进口成本攀

升最终将体现为国内交通出行、相关产业链终端消费品等更广范围的

价格上涨。 

2022 年一季度货政报告 

物价形势总体稳定……未来 PPI 可

能延续总体回落态势，同时也要谨防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性

通胀压力。 

密切关注物价走势变化，支持粮食、能源生产保供，保持物价总体稳

定。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德邦研究所 

货币政策的约束倾向从通货膨胀转向人民币汇率。2022 年前三个季度货币政

策执行报告对“通胀压力”的关注度逐期递增，从措辞来看：一季度货政报告密切

关注输入型通胀压力；二季度货政报告警惕“猪周期”和 PPI 向 CPI 传导的通胀

反弹压力；三季度货政报告提及疫情防控政策优化之后，总需求复苏升温或导致

通胀显现 M2 高增长的“滞后效应”，需要“高度重视”；四季度货政报告对通胀的

表述从“高度重视”转变为“持续关注”，而通胀压力来源的主要内容和前三个季

度货政报告基本一致。尽管四季度货政报告有在提及“通胀”，但是对通胀的重视

度较三季度有所降温，预示着至少未来一个季度，通胀压力对货币政策的约束作

用下降。央行对人民币汇率的关注度有所升温，在“二次紧缩”交易推升美元指

数、人民币汇率承压贬值的情况下，临近破 7.0 的汇率压力或在近期被货币政策

赋予更高权重。 



                                                                            宏观专题 
 

 
 

                                                       7 / 11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2. 资金供需还会宽松吗？ 

2022 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对流动性的态度，一词以蔽之，就是“回

归”。从狭义流动性来看，央行恢复了“引导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波动”的表述，

在连续缺席 2 个季度之后，央行的这一经典表达预示资金利率回归“利率走廊”；

从广义流动性来看，央行继续明确“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

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取代上一个季度“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的表述。狭义流动性和广义流动性或引致回归至“合意”水平。 

从狭义流动性来看，2023 年 2 月份以来，资金利率抬升的斜率略超出市场预

期，从短端“利率走廊”来看，截至 2 月 27 日，30 天移动平均 DR007 和 7 天期

逆回购操作利率持平；从中长端“利率走廊”来看，截至 2 月 24 日当周 1 年期

AAA 级国有大行和股份行同业存单发行利率距离 1 年期 MLF 操作利率差值已经

不足 5 个 BP，1 年期 AAA 级同业存单中债估值到期收益率和 1 年期 MLF 操作利

率也仅有 3 个 BP 的差距。警惕资金利率抬升对商业银行贷款投放“宽信用”的

反噬效应：如果趋于上行的资金利率推升商业银行主动负债成本，或影响商业银

行资产端投放贷款的意愿和能力。商业银行面临一方面资产端收益面临“推动综

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的下行挑战；另一方面负债端则面临资金成本抬升的压力，

净息差收窄或反而影响贷款稳健增长。在目前“降息空间有限”2的情况下，负债

端成本抬升的压力或依赖充裕流动性投放，此时“降准”的政策效应或大于“降

息”。 

图 5：关键期限 DR007 利率已经超过短端“利率走廊”中枢——7 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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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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