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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MLF 之后，定向降息要来了吗？ 

 MLF 的稳健续作兑现央行在货币政策报告中的“承诺”，除此之外还有
什么值得期待？2021 年 8 月 6000 亿元 MLF 超预期的续作，背后重要
的原因是政府净融资的加速，正好印证了央行 8 月 9 日发布的货币政策
执行报告中“加强对财政收支、政府债券发行……等不确认性因素的监
测分析，进一步提高操作的前瞻性、灵活性和有效性”的政策思路，7

月以来可以感受到央行落实政策的速度在加快，那么下一个值得关注的
政策点在哪？7 月经济数据全面降温，8 月疫情不确定性仍存，尽快稳
住信贷、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可能是央行的当务之急，“有序推动碳
减排支持工具落地生效，向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可能
会加速提上日程。这对市场预期的降准和降息将产生影响。 

 全球主要的碳减排支持工具主要有哪些选项？全球主要央行更倾向于
使用资产端的工具，例如设立特定的流动性操作工具；修改央行在操作
接受的抵押品规则以及在资产购买（QE）中对于特定资产进行倾斜（表
1）。中国央行已经采取的措施主要集中在抵押品规则的修改方面，例如
2018 年 6 月扩大 MLF 担保品范围，纳入符合条件的绿色债券和绿色贷
款，此外还会定期颁布《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 

 国外有何进展值得借鉴？在主要经济体里碳减排工具推进较快的要属
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欧元区一直走在全球绿色经济发展的前列，支持
碳减排方面，欧央行主要可能从两个方向发力，一是在 QE 中更多购买
减排企业的债券；另一个则是使用定向的“Green TLTRO（绿色定向长
期再融资操作）”工具，鼓励信贷机构向减排业务倾斜。日本央行在 7 月
议息会议上也公布了新型气候支持工具，将在 2021 年年内落地。 

 日本：现有框架下的“小修小补”，借鉴意义有限。日本央行 7 月推出
的气候支持工具是在原有公开市场操作基础上打的补丁，对我国的直接
借鉴意义有限。欧央行：Green TLTRO 具有参考意义。中国与欧洲的
在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工具上存在较大相似性，欧洲在 TLTRO 上的经
验至少有三点值得借鉴：1）允许金融机构组团申请，照顾中小机构；
2） 根据金融机构合格信贷的规模设置阶梯利率，提高激励；3）根据金
融机构相关合格信贷历史存量规模情况，来设置各机构工具使用的限额
以及优惠利率的触发基准，更加公平地分配央行的流动性资源。 

 我国即将落地的“绿色专项再贷款”将是传统再贷款和 TMLF 的结合
体，具备新的特点：1）在交易对象上会更加“开放”。新工具定向的是
企业和向企业发放的贷款而不是金融机构，对于金融机构的要求可能更
加类似于 TMLF；2）在准入标准上可能更倚重于合格信贷的规模，更
加注重金融机构符合《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的信贷规模；3）利率上
可能对再贷款和企业端贷款利率都做出“优惠”要求，保证低资金成本
传导至实体经济。4）形式上可能会采取“直达实体经济”的模式。央
行按一定比例购买合格贷款后委托放款行管理，由银行获得贷款收益并
承担相应的信用风险。 

 新工具带来的定向降息和流动性投放可能无法应对年内经济和市场的
压力，降准和 LPR 降息依旧值得期待。我们预计乐观情形下年内新工
具可能投放约 6500 亿元流动性，且结构上主要掌握在大行手中，无法
应对第四季度的流动性偏紧的局面；而由于绿色贷款在整体贷款中占比
偏低，定向降息对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效果可能有限，我们预计第四季
度仍会降准一次，且不排除年内央行通过压缩加点调降 LPR 的可能性。 

 

 风险提示：央行超预期提高绿色贷款的购买比例，导致市场宽松预期升
温；疫情持续发酵导致全球经济陷入二次衰退，政策重回宽松和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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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F 续作量超预期，降准“细水长流”。2021 年 8 月 MLF 续作 6000 亿元，相

较 7000 亿元的到期量仅缩量 1000 亿元，略超市场预期。从原因上看，本周政府净

融资的加速是重要原因（图 1）。不过从降准置换 MLF 的角度，MLF 超预期的投放，

可能反映了央行希望充分利用 7 月降准释放的流动性，通过减少每次置换的规模放

缓节奏，推迟下一次降准（或采取其他类似宽松政策）的时点。 

MLF 的稳健续作兑现央行在货币政策报告中的“承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值

得期待？6000 亿元 MLF 的续作正好印证了央行 8 月 9 日发布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中“加强对财政收支、政府债券发行……等不确认性因素的监测分析，进一步提高

操作的前瞻性、灵活性和有效性”的政策思路，近期可以感受到央行落实政策的速

度在加快，那么下一个值得关注的政策点在哪？7 月经济数据全面降温，8 月疫情不

确定性仍存，尽快稳住信贷、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可能是央行的当务之急，“有序

推动碳减排支持工具落地生效，向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可能会加

速提上日程，这对市场预期的降准和降息又会有怎样的影响？ 

 

图 1：本周（2021 年 8 月 16 日至 20 日）政府债券净融资量创年内最大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1.   海外镜鉴，全球碳减排支持政策发展如何？ 

从全球货币政策来看，主要的碳减排支持工具主要有哪些选项？全球主要央行

更倾向于使用资产端的工具来主动应对气候变化的风险，例如设立特定的流动性操

作工具；修改央行在操作接受的抵押品规则以及在资产购买（QE）中对于特定资产

进行倾斜（表 1）。中国央行已经采取的措施主要集中在抵押品规则的修改方面，例

如 2018 年 6 月扩大 MLF 担保品范围，纳入符合条件的绿色债券和绿色贷款，此外

还会定期颁布《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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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全球央行主要的气候相关工具选项（资产端） 

工具 主要内容 中国的情况  

流动性操作 

1. 支持碳减排信贷的工具 

1） 设立支持金融机构支持碳减排信贷投放的工具； 

2） 工具的利率根据金融机构符合条件的碳减排信贷规模

进行设定。 

尚无 

2. 支持碳减排相关抵押品

的工具 

1） 给予使用更多“低碳”资产作为抵押品的金融机构更优

惠的利率；或者 

2） 设定专门的操作工具（利率优惠），仅针对低碳资产抵

押品 

尚无 

3. 支持碳减排合格对手方

的工具 

设置专门的操作工具和准入门槛，后者主要取决于金融机

构的气候信息披露或低碳投资规模 
尚无 

抵押品规则 

4. 调整折算率 
针对符合条件的低碳资产提供更优惠的折算率（haircuts）：

同样价值的抵押品可以获得更多资金 
尚无 

5. “负面清单” 
根据发行主体的气候风险、债券工具的碳排放表现，排除

不合格的抵押资产 
尚无 

6.  正面筛选 

接受合格的碳减排相关抵押品，鼓励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

支持相关业务，可以通过调整合格标准，适当提高风险容

忍度等手段 

《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

录》；MLF 抵押品扩容 

7.  调整合格抵押品标准 要求金融机构的抵押品需要符合一定的碳减排标准 尚无 

资产购买 

8. 购买倾斜支持  
资产购买对支持碳减排，气候风险小的发行主体和资产倾

斜 
尚无 

9. “负面清单” 将不符合气候标准的发行主体、资产剔出购买清单 尚无 

注： 

1. 上述表格中的“金融机构”是宽泛和简便的说法，严格讲应该是货币政策“符合条件的对手方”。 

2. 央行也可以通过负债端的工具对碳减排进行支持，比如使用差别准备金率，但这些工具不是主流。 

数据来源：ECB，BOJ，东吴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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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MLF 工具的主要信息 

要点 主要内容 

交易对手 主要针对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 

抵押品 

1） 国债、央行票据、国开行及政策性金融债、地方政府债券、AAA 级公司信用类债券等 

2） 不低于 AA 级的小微、绿色和“三农”金融债券； 

3） AA+、AA 级公司信用类债券（优先接受涉及小微企业、绿色经济的债券）； 

4） 优质的小微企业贷款和绿色贷款。 

期限 主要是 1 年，但 2016 年至 2017 年也出现过 3 个月和 6 个月的操作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东吴证券研究所整理 

 

国外有何进展值得借鉴？在主要经济体里碳减排支持工具推进较快的要属欧洲

央行和日本央行。欧元区一直走在全球绿色经济发展的前列，支持碳减排方面，欧

央行主要可能从两个方向发力，一是在 QE 中更多购买减排企业的债券；另一个则

是使用定向的“Green TLTRO（绿色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工具，鼓励信贷机构

向绿色业务倾斜。日本央行在 2021 年 7 月议息会议上也公布了新型气候支持工具，

将在今年年内落地： 

日本：现有框架下的“小修小补”，借鉴意义有限。日本央行 7 月推出的气候支

持工具是在原有公开市场操作基础上打的补丁（表 3），对我国的直接借鉴意义有限，

但是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这种制度设置很可能导致金融机构在推进减排业务时积

极性不足： 

 合格的参与者较为局限，需要同时具备公开市场操作和气候相关业务两项

资格，这将不少中小金融机构排除在外； 

 政策优惠并不直接，而是通过间接提高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利率（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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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日本央行新型气候支持工具的主要信息 

要点 主要内容 

交易对手 
1） 属于公开市场操作的合格对手方且； 

2） 金融机构需要披露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业务信息，包括气候变化相关的贷款和投资。 

合格的投资和债券 

（用于计算机构的工作

量） 

1） 绿色贷款和债券； 

2） 有助于气候变化的、可持续性业务的贷款和债券； 

3） 转型金融业务（transition finance）。 

抵押品 一般抵押品，无特殊要求 

利率 

1） 资金利率为 0%； 

2） 作为奖励，提高相应金融机构在日本央行设立的现金账户中宏观附加余额（这样会减

少负利率账户的余额，变相降低融资成本，见图 2） 

期限 1 年，可以在该项目期限内无限滚动续作 

项目的起止时间 
1） 启动时间：2021 年年内 

2） 结束时间：2031 年 3 月（2030 年财年结束时） 

注：截至 2021 年 8 月日本央行基准利率为负。 

数据来源：BOJ，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 2：日本新型气候工具的基本奖励机制 

 

数据来源：BOJ，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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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央行：Green TLTRO 具有参考意义。中国与欧洲在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代表

的间接融资占据重要地位）和货币政策工具设置上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图 3），因此

我国对于碳减排支持工具的设计可以借鉴欧洲经验。尽管 Green TLTRO 尚处于讨论

阶段，可以参考现存 TLTRO（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的机制设计（表 4），至少有三

点是值得借鉴： 

 允许机构组团使用工具，这样可以照顾中小金融机构的需求。 

  根据金融机构碳减排相关信贷的规模，设置阶梯利率，将利率和贷款规模

挂钩，提高对于金融机构的激励。 

 根据金融机构碳减排相关信贷历史存量规模情况，来设置各机构工具使用

的限额以及优惠利率的触发基准，这样可以更加公平地分配央行的流动性

资源。 

 

图 3：中国和欧元区在货币政策工具存在相似性 

 

注：上图中标明的时间是各个工具典型的期限。 

数据来源：ECB，中国人民银行，东吴证券研究所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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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欧元区 TLTRO 和 Green TLTRO 

要点 TLTRO III Green TLTRO 

交易对手 

1） 单一机构参加：属于公开市场操作的对手方； 

2） 组团参加：领导机构属于公开市场操作的对手

方。 

（同上） 

合格的信贷 
1） 对非金融企业和家庭的贷款 

2） 不包含房地产贷款 
碳减排相关贷款，也可能包括相关债券 

抵押品 一般抵押品，无特殊要求 （同上） 

利率 

1） 根据相关机构或银团过去某一时点的存量合格

信贷来设置基准（净）借贷水平； 

2） 实施阶梯型利率体系： 

a) 合格贷款规模低于基准，利率=MRO 利率 

b) 合格贷款规模高于基准，利率低于 a），最

低可达 deposit facility 利率，具体水平根据

高于基准的程度决定。 

根据相关机构的碳减排相关贷款的落地情况，

实施梯形利率体系 

限额 
根据相关机构或银团过去某一时点的存量合格信贷

来设置可以向央行借贷的最大额度 

需要根据过去的存量合格贷款设置机构最大

借贷额度，这样可以尽量避免某些银行的先发

优势，保持公平性 

期限 3 年，可以在规定时间点提前还款 3 年，可在特定时间提前还款，可续作 

项目起止 

时间 

从 2019 年 9 月起至 2021 年 3 月，每个季末月实施，

一共实施 7 轮 
根据欧盟的碳排放减排规划时间 

注： 

1. 上图中我们使用的是 2019 年 9 月欧央行对于第三轮 TRTLO 工具的机制设计，暂不考虑疫情期间欧央行额外的

修改和补充； 

2. MRO，主要再融资利率（7 天）是欧央行基准政策利率。deposit facility（隔夜存款便利）利率是欧央行利率走廊

的下轨，2019 年 9 月时两者的水平分别为 0%和-05%。 

3. 关于 Green TLTRO 的描述为笔者观点，不代表官方。 

数据来源：ECB，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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