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1日电 人
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日前召开
2019年第四季度例会，分析了国内
外经济金融形势。
会议认为，当前我国主要宏观

经济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增
长保持韧性，增长动力持续转换。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全面应用，贷款利率
定价市场化程度提高，人民币汇率总
体稳定，双向浮动弹性提升，应对外
部冲击的能力增强。稳健的货币政策
体现了逆周期调节的要求，宏观杠杆
率基本稳定，金融风险有效防控，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逐步
提升。会议指出，要继续密切关注国
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深刻变化，善
于把外部压力转化为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的强大动力，集中精力办好自
己的事。会议强调，打好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攻坚战，平衡好稳增长和防
风险的关系，注重在改革发展中化
解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守住不发生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在当下全球央行宽松大潮中，中国
央行宣布全面降准，是否意味着货币政
策取向有变？
对此央行强调，货币政策取向不变：

降准与春节前的现金投放形成对冲，银
行体系流动性总量仍将保持基本稳定，
保持灵活适度，并非大水漫灌，体现了科
学稳健把握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
稳健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变。

不过市场预计，央行还会有进一步措
施。光大证券研究员张旭表示，预计未来
央行仍会采用中期借贷便利(MLF)超额
续作与降准交替使用的方式，向银行体
系补充中长期流动性，即MLF超额续作
几次后进行一次(定向)降准。
温彬预期，下阶段，全面降准仍有空

间和必要，结合定向降准，预计还有2至3
次降准空间。 据中新社

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
于2020年1月6日下调金融机构存
款准备金率0 . 5个百分点（不含财
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
公司），预计将释放长期资金8000
多亿元人民币。
资料显示，这是央行自2019年

以来第四次降准：2019年1月份，
央行宣布全面降准 1个百分点；
2019年5月份，央行决定下调服务
县域的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
备金率至农村信用社档次；2019年
9月份，央行宣布全面降准0 .5个百
分点，定向降准1个百分点。
根据有关数据统计，2011年11

月30日之后，央行共进行了14次降
准（不包括本次）。其中，有7次是定
向降准，有5次是全面+定向降准，只
有2次是全面降准。本报综合整理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1日电 为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降低社会融资
实际成本，特别是降低小微、民营企
业融资成本，中国人民银行1日对
外宣布，决定于2020年1月6日下
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 . 5个百
分点（不含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
和汽车金融公司）。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降准是全面降准，体现了逆周期
调节，释放长期资金8000多亿元，
有效增加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
稳定资金来源，降低金融机构支持
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直接支持实
体经济。
业内人士表示，此次降准保持

流动性合理充裕，有利于实现货币
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
相适应，为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并
且用市场化改革办法疏通货币政策
传导，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进
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降准可以增加金融机构的资

金来源。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
示，在此次全面降准中，仅在省级
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
服务县域的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
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和村镇银
行等中小银行获得长期资金1200
多亿元，有利于增强立足当地、回
归本源的中小银行服务小微、民营
企业的资金实力。同时，此次降准
降低银行资金成本每年约 150亿
元，通过银行传导可降低社会融资
实际成本，特别是降低小微、民营
企业融资成本。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强调，此

次降准与春节前的现金投放形成
对冲，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仍将保
持基本稳定，保持灵活适度，并非
大水漫灌，体现了科学稳健把握货
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稳健货币
政策取向没有改变。
人民银行表示，将继续实施稳

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灵活适度，不
搞大水漫灌，兼顾内外平衡，保持
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社会
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高质量发展
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
货币金融环境。

央行全面降准0.5个百分点
释放长期资金8000多亿元，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不搞大水漫灌

■延伸

2019年以来第四次降准

■相关新闻
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
保持在合理区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全面降准：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 . 5个百分

点（不含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央行为何选择此时全面降准，此
次降准又会有几重“疗效”？

根据官方测算，此次全面降准释放
长期资金8000多亿元。
中信证券研究部固定收益首席分析

师明明表示，2020年春节较往年偏早，
流动性环境面临多方因素影响，包括：小
幅资金到期压力，现金需求量明显增大，
缴税、财政支出和专项债发行等力度和
节奏不确定性强等。央行采取降准的方

式进行春节流动性安排，将营造较平稳
的资金利率。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分

析，鉴于1月份有6000亿元逆回购陆续
到期，叠加缴税、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
春节期间的现金需求等因素，流动性出
现压力，通过降准释放的8000亿元资金
可以满足上述流动性需要。

>>>作用一 “钱紧”期释放资金

温彬认为，此次降准将释放低成本
长期资金，有利于降低银行资金成本，引
导银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温彬预计，1月20日新一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报价会出现小幅下降，1
年期LPR为4.1%，5年以上期为4 .75%。

>>>作用二 降低银行资金成本

官方表示，降准将有效增加金融机
构支持实体经济的稳定资金来源，降低
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直
接支持实体经济。
温彬表示，本次全面降准，央行强调

有利于缓解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在“大银行要下沉服务重心，中小银
行要更加聚焦主责主业”的要求下，预计
监管部门将完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

(MPA)考核，确保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特
别是加大对“三农”、民营和小微企业的
支持力度。
央行表示，通过降准，保持流动性合

理充裕，将为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并用
市场化改革办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进
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作用三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作用四 预计还有降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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