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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Table_Summary]  

⚫ 政策维稳意图显性化。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继召开，明确

定调维稳，明显对股市利好。首先，“稳”和房地产的定调降低了市场对

于经济可能硬着陆的担忧，企业盈利预期提升；其次，“不折腾”降低了

市场对监管政策的担忧，提升了市场的风险偏好；另外，货币政策依然

保持中性偏松的取向。“稳+不折腾+货币宽松”的组合对股市形成明显

的支撑。 

 

⚫ 财政发力成效初显。11 月政府融资进一步提速，地方政府专项债“尽

量”发放，城投债净融资加速，此外，政府存款超季节性减少，指示财

政支出的力度也在加大；同时，房地产需求端的居民个人抵押贷款进一

步得到释放，有助于缓解房企资金紧张。但同时也要看到，经济内需增

长动力尚未明显好转，宽信用缺少融资主体，更多是依靠政府发力和银

行调度，企业的在手现金状况未见明显改善。 

 

⚫ 外围风险偏好回升。实验室关于奥密克戎毒株的初步研究结论偏利好，

海外市场度过了最初的恐慌期，风险偏好有所回升，以美股为代表的外

围市场开始出现修复。 

 

⚫ 美国通胀高位运行。11 月美国核心 CPI 同比 4.9%,前值 4.6%，市场预期

4.9%。核心 CPI 环比 0.5%，前值 0.6%，市场预期 0.5%。美国 CPI 虽然

符合市场预期，但整体仍然在高位运行，或对美联储 Taper 节奏有所影

响，需进一步关注美联储 12 月 14-15 日议息会议的政策取向。 

 

⚫ 后市展望。当前的市场与 2018 年底的市场极为相似，均为经济下行压

力大的时候迎来政策纠偏。结合历史走势，我们认为经济在政策支持下

将迎来明显的修复，这利好股市，而债市的表现将较为中性。A 股由于

之前跌幅不大，反弹力度不大，港股则因为之前跌幅较大，有较大的反

弹空间。国债收益率则可能在当前点位下保持低位震荡。 

 

 

风险提示：疫情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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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策维稳意图显性化  

市场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理解高度一致，认为会议延续了 12 月 6 日中央政治局

会议的基调，并且是政治局会议精神的进一步落地和细化。正如我们之前对政治局会议

的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的核心信号依然是“稳”和“不折腾”，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最大的主线是“稳”。会议除了进一步明确了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

中求进”以外，还较为具体的强调了当前面临的困难，“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

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第二，对待房地产的态度维持正面，重申了最近几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房住不炒”

的总体基调，但也“复制”了政治局会议的正向表述，同时明确了“长租房-保障房-商

品房”的供给层次。 

第三，宏观政策指向更为明确。货币政策结合了政治局会议和以往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的表述，一方面“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另一方面还要“引导金融机构

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财政政策政治局会议的

表述是偏紧的，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指向更为明确，强调了“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

加快支出进度”，“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 

第四，能源政策趋于缓和，“先立后破”的指向清晰明了，如：碳达峰、碳中和“不

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要

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表 1 中央会议精神 

 
2021 年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 

12 月 6 日政

治局会议 

2020 年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 

2019 年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 

2018 年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 

经济形势 我国经济发展面

临需求收缩、供

给冲击、预期转

弱三重压力。 

 疫情变化和外部

环境存在诸多不

确定性，我国经

济恢复基础尚不

牢固。 

我国正处在转变

发展方式、优化

经济结构、转换

增长动力的攻关

期，结构性、体

制性、周期性问

题相互交织，

“三期叠加”影

响持续深化，经

济下行压力加

大。 

经济运行稳中有

变、变中有忧，

外部环境复杂严

峻，经济面临下

行压力。 

货币政策 稳健的货币政策

要灵活适度，保

持流动性合理充

裕。引导金融机

构加大对实体经

济特别是小微企

业、科技创新、

绿色发展的支

持。 

稳健的货币

政策要灵活

适度，保持

流动性合理

充裕。 

稳健的货币政策

要灵活精准、合

理适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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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宏

观杠杆率基本稳

定，处理好恢复

经济和防范风险

关系，多渠道补

充银行资本金，

完善债券市场法

制，加大对科技

创新、小微企

业、绿色发展的

稳健的货币政策

要灵活适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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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社会

融资成本。要深

化金融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疏通

货币政策传导机

制，增加制造业

中长期融资，更

好缓解民营和中

小微企业融资难

稳健的货币政策

要松紧适度，保

持流动性合理充

裕，改善货币政

策传导机制，提

高直接融资比

重，解决好民营

企业和小微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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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支持，深化

利率汇率市场化

改革，保持人民

币汇率在合理均

衡水平上的基本

稳定。 

融资贵问题。 

财政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提升效能，更

加注重精准、可

持续。要保证财

政支出强度，加

快支出进度。实

施新的减税降费

政策，强化对中

小微企业、个体

工商户、制造

业、风险化解等

的支持力度，适

度超前开展基础

设施投资。党政

机关要坚持过紧

日子。严肃财经

纪律。坚决遏制

新增地方政府隐

性债务。 

积极的财政

政策要提升

效能，更加

注重精准、

可持续。 

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提质增效、更

可持续，保持适

度支出强度，增

强国家重大战略

任务财力保障，

在促进科技创

新、加快经济结

构调整、调节收

入分配上主动作

为，抓实化解地

方政府隐性债务

风险工作，党政

机关要坚持过紧

日子。 

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大力提质增

效，更加注重结

构调整，坚决压

缩一般性支出，

做好重点领域保

障，支持基层保

工资、保运转、

保基本民生。 

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加力提效，实

施更大规模的减

税降费，较大幅

度增加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规模。 

房地产政策 要坚持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定位，加

强预期引导，探

索新的发展模

式，坚持租购并

举，加快发展长

租房市场，推进

保障性住房建

设，支持商品房

市场更好满足购

房者的合理住房

需求，因城施策

促进房地产业良

性循环和健康发

展。 

推进保障性

住房建设，

支持商品房

市场更好满

足购房者的

合理住房需

求，促进房

地产业健康

发展和良性

循环。 

要坚持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定位，因

地制宜、多策并

举，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要高度重视

保障性租赁住房

建设，加快完善

长租房政策，逐

步使租购住房在

享受公共服务上

具有同等权利，

规范发展长租房

市场。土地供应

要向租赁住房建

设倾斜，单列租

赁住房用地计

划，探索利用集

体建设用地和企

事业单位自有闲

置土地建设租赁

住房，国有和民

营企业都要发挥

功能作用。要降

低租赁住房税费

负担，整顿租赁

市场秩序，规范

市场行为，对租

金水平进行合理

调控。 

要加大城市困难

群众住房保障工

作，加强城市更

新和存量住房改

造提升，做好城

镇老旧小区改

造，大力发展租

赁住房。要坚持

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

的定位，全面落

实因城施策，稳

地价、稳房价、

稳预期的长效管

理调控机制，促

进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 

要构建房地产市

场健康发展长效

机制，坚持房子

是用来住的、不

是用来炒的定

位，因城施策、

分类指导，夯实

城市政府主体责

任，完善住房市

场体系和住房保

障体系。 

资料来源：新华社，首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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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继召开，明确定调维稳，明显对股市利好。首

先，“稳”和房地产的定调降低了市场对于经济可能硬着陆的担忧，企业盈利预期提升；

其次，“不折腾”降低了市场对监管政策的担忧，提升了市场的风险偏好；另外，货币政

策依然保持中性偏松的取向。“稳+不折腾+货币宽松”的组合对股市形成明显的支撑。 

 

图 1： 股市利好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图 2：港股反弹潜力大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当前的市场与 2018 年底的市场极为相似，均为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迎来政策纠

偏。结合历史走势，我们认为经济在政策支持下将迎来明显的修复，这利好股市，而债

市的表现将较为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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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国债收益率有望震荡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2 经济维稳成效初显 

社融触底反弹，宽松趋势隐现。11月社会融资规模好于季节性，新增人民币贷款符

合季节性。社融存量同比增速 10.1%，较 10月上升 0.1个百分点，整体反弹力度稍显微

弱，但信号较为明确。 

社融增速企稳回升，主要是政府融资在进一步提速，尤其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在 11月

实现了“尽量”发放；同时，房地产需求端的居民个人抵押贷款进一步得到释放，有助

于缓解房企资金紧张。 

从社融的结构来看，非标融资在年底进一步压降，11 月非标融资减少 2538 亿元，

同比多减 495亿元；企业债券融资 4104亿元，同比多增 3264亿元，或与城投债净融资

高增有关，11 月城投债净融资 2300 亿元，同比多增 1500 亿元；政府专项债发行 8158

亿元，同比多增 4158 亿元，继续呵护社融走强。此外，财政存款的变化也佐证了财政

在加大力度维稳经济，11月新增财政存款-7281亿元，为近 6年来季节性最低值，同比

减少 5424亿元，环比大幅减少 1838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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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社融存量同比（%）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图 5：政府债券（亿元）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9.0

9.5

10.0

10.5

11.0

11.5

12.0

12.5

13.0

13.5

14.0

社融存量同比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

-247

1,753

3,753

5,753

7,753

9,753

11,753

13,753

15,753

01-01 02-01 03-01 04-01 05-01 06-01 07-01 08-01 09-01 10-01 11-01 12-01

2018 2019 2020 2021



 
宏观经济周报  证券研究报告 

 
 

 请务必仔细阅读本报告最后部分的重要法律声明                               6 

图 6：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发行进度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图 7：城投债净融资（亿元）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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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财政存款（亿元）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但从 11月的社融数据也能看到，经济内需增长动力尚未明显好转，宽信用缺少融

资主体，更多是依靠政府发力和银行调度。房企销售数据仍未恢复到以往季节性水平，

投资意愿不足，M1 同比增速小幅反弹 0.2 个百分点至 3.0%，反映企业的在手现金状况

未见明显改善。 

 

图 9：M1、M2 同比（%）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12,330

-7,330

-2,330

2,670

7,670

12,670

17,670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0

5

10

15

20

25

30

M1:同比 M2:同比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1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