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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3 月 10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抓

紧出台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措施。 

3 月 13 日，央行宣布 3 月 16 日定向降准，释放长期资金 5500 亿

元。 

观点： 

 疫情全球蔓延降息潮来临：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各国央行加大货

币操作力度，自 3 月 3 日美联储降息后，欧盟、英国、日本央行

均表示降息降准，我国央行奉行灵活货币政策确保流动性合理充

裕，全球降息潮营造了良好的货币环境。 

 本次降准定向与普惠结合：将监管审核和普惠金融对接，意在降

低融资成本助力复产。13日央行决定于 2020年 3月 16 日实施普

惠金融定向降准，对达到考核标准的银行定向降准 0.5 至 1 个百

分点。 

 国常会提前释放降准信号：10 日国务院高层明确指出要抓紧出台

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措施，并额外加大对股份制银行的降准力度；

发挥好再贷款再贴现政策作用；多措并举稳外贸稳外资；进一步

畅通产业链资金链推动各环节协同复工复产等，此次降准市场已

有预期。 

 避险情绪在全球传导波及我国：1-2 月中国率先打响抗疫战争，步入 3

月新冠肺炎开始在海外蔓延，美股收到冲击又反作用于全球资本市场，

多重影响下 A 股面临震荡局面，同时由于我国疫情逐步控制，经济和

股市韧性增强，后市表现将具有一定独立性。高层加大复产支持力度，

央行货币政策也将利好流动性进一步改善。 

 经济下行叠加疫情影响，逆周期政策发力恰逢其时，市场充分反映疫

情不利冲击，PMI 指标降至新低，经济数据走弱已在预期，复产加快

有助经济底部边际修复，本次降准激发实体活力，有利于提振市场信

心。 

 投资建议：短期关注货币政策发力助力金融板块修复，中期医药、线

上文娱、5G等板块仍有动能；中长期关注大消费和新基建板块。 

风险提示：经济增速下行过快；疫情控制不及预期；中美关系多变 



                                                                   
 

 

本报告版权属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ccnew.com 

请阅读最后一页各项声明                                                                  第 2 页 / 共 8页 

 

 

内容目录 

1. 疫情全球蔓延开启降息潮 ................................................................................. 3 

2. 央行降准定向与普惠结合 ................................................................................. 3 

3. 国常会明确货币发力定调 ................................................................................. 4 

4. 后市影响与建议 ............................................................................................... 7 

 

图表目录 

图 1：3 月中美利差微扩，货币环境改善 .................................................................................. 3 

图 2：人民币汇率坚挺，不影响灵活的货币政策 ...................................................................... 3 

图 3：2 月 M2 增速小幅超预期 ................................................................................................. 7 

图 4：货币发力对冲经济下行 ................................................................................................... 7 

 

表 1：货币工具仍将继续发力 ................................................................................................... 5 

 
 

 

 

 

 

 

 

 

 

 

 

 

 

 



qRoQmRtOwOsPxPtRrRtPxO9PdN6MoMrRmOoOlOnNmPiNqRnRaQqRtPxNnQwOwMtOtN

                                                                   
 

 

本报告版权属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ccnew.com 

请阅读最后一页各项声明                                                                  第 3 页 / 共 8页 

 

1. 疫情全球蔓延开启降息潮 

疫情冲击全球经济，欧美市场熔断不断，避险情绪快速抬升，各类资产价格均有回落，各

国央行加大货币操作力度，自 3 月 3 日美联储降息后，欧盟、英国、日本央行均表示降息降准，

我国央行奉行灵活货币政策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全球降息潮为我国货币抗疫营造了良好的货

币环境。 

图 1：3 月中美利差微扩，货币环境改善  图 2：人民币汇率坚挺，不影响灵活的货币政策 

 

 

 

资料来源：中原证券，wind  资料来源：中原证券，wind 

密切关注美联储的降息操作对优化我国货币外部环境所带来的正向作用，全球货币政策的

变化源于对疫情的担忧，经济衰退预期提升避险情绪。11 日英国央行意外宣布降息 50 个基点，

这是自 3 月 3 日美联储降准 50BP 以来，又一主要工业国家央行降息，从疫情局势上看，除中

国以外，全球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疫情呈现加速扩张趋势，世卫组织将新冠疫情升至“大流

行”，为 6 个流感级别中的最高级别，过去两周中国以外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增长了 13 倍，受

影响国家和地区数增加了两倍，目前 114 个国家和地区的确诊病例累计超过 11.8 万例，死亡病

例达到 4291 例，而这种局势仍在扩大，在此背景下很显然为抑制经济衰退，全球央行的降息

降准只是开始还远不能对冲经济下行，我们认为本轮全球降息潮已经触发。 

2. 央行降准定向与普惠结合 

13日央行官网发文：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降低社会融资实际成本，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

2020年 3月 16日实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对达到考核标准的银行定向降准 0.5至 1个百分点。

在此之外，对符合条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再额外定向降准 1个百分点，支持发放普惠金融领域

贷款。以上定向降准共释放长期资金 5500 亿元。 

本次降准特点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普惠性。5500亿元中有 4000亿是针对达标的所有银行的，1500亿针对额外降准的达

标股份商业银行，这与公开市场操作不同，全面降准带来长期资金直接充裕了银行信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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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普惠？并非不设门槛，央行划定了普惠领域，只有银行对这些领域的贷款占比达到要求后

才被列入降准范畴，即：针对农户生产经营贷款、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消费贷款、助学贷款、创

业担保贷款、个体工商户经营性贷款、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单户授信小于 1000万的小型企

业贷款、单户授信小于 1000万的微型企业贷款。由于普惠领域贷款的占比不同优惠力度也不同，

因此降准力度分档为 0.5或 1； 

二是叠加性。分档标准是参照人民银行自 2018年起建立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年度考核制度，

当前 2019年的考核完成，按照考核情况分档。降准的基础是上次降准后新的基数，例如上次没

有达标的零优惠，这次达标了在此基础上下调 0.5个百分点，原先 2018年达标的已经享受 0.5

个百分点的，这次再累加到下调至 1个百分点； 

三是结构性。这次降准倾向于对额外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附加优惠，体现结构性为何选择的

是股商行？原因两个：一是股商行规模多为中型银行，是普惠金融的主力军，对其进行额外累

计的 1个百分点降准优惠，主要是希望更多的减少股商行资金成本，进而激励其对民企小微、

个体工商户的信贷支持力度；二是股商行相对大型银行承担资金成本的能力较弱，尤其是疫情

发生后为了稳住实体融资，政策要求银行不抽贷、不断贷，延期尝贷，一定程度上对股商行的

资产质量和信贷风险提出挑战。至于其它类型的银行，其中大型商业银行这次享受 1.5个百分

点的优惠了，而对于偏小型的农商行和城商行，去年已经落实过定向降准，这次选择股商是对

“三档两优”框架的优化补充，也在情理之中。 

本次定向降准具有承上启下的功能，银行监管的考核每年都有新的变化，虽是普惠并不是

一刀切和大锅饭，对改善企业融资环境，激励银行向关键领域提供信贷支持有导向作用，没有

达标的银行会争取提高普惠贷款占比，已经达标的银行希望保持并获得下次定向降准的累计优

惠，银行资金充裕了也就能更好服务实体，央行估算此次可以节约符合要求的银行的付息成本

85亿元。 

降准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要和当前国家的货币政策基调相结合，降准释放的是量能，同

时对于 LPR 引导的利率下行也有推动作用，过去出现信用风险不是资金不足，更是银行惜贷，

现在改善货币环境，需要做到“量价配合”，在价格上，LPR在不同期 MLF上加点借助公开市场

操作预调微调；在量能上，降准释放长期资金，帮银行节约资金成本，宽裕可贷资金的规模；

在方向上，定向结构性的优惠叠加银行每年的监管指标激励银行信贷资金向特定领域流入。 

3. 国常会明确货币发力定调 

降准如约而至，原因是 2019年银行考核基本完成后有一个普惠金融的降准窗口，再就是疫

情冲击全球资本市场，我国复产加速也需要资金支持，再有国常会货币抗疫的定调信号。从政

策制定层面看，3 月 10 日总理主持的国常会是对近期乃至下一步政策部署有指导意义的会议，

我们总结为“一个焦点三个主张”，即：聚焦金融服务实体，明确以下三个方面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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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量价配合降融资成本。一方面，会议释放了积极的货币信号，三天后（13号）央行公

布新的降准举措（16号）落地，另一方面，在缓解信用风险上，会议指出要额外针对股份制银

行降准，和此前增加银行资金规模的举措相辉映，提振银行的信贷能力，从而向服务实体传导。

目前我国的降准工具空间很大，预计年内仍有 3次精准可能。 

二是发挥好再贷款再贴现政策作用。央行的工具不仅是公开市场操作，还有再贷款、再贴

现政策，有助于作用货币乘数，缓解疫情冲击下的企业资金困难。会议指出，近段时间，有关

部门按照国务院要求，引导金融机构实施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和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

以优惠利率资金有力支持了疫情防控物资保供、农业和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复工复产。要进一

步把政策落到位，加快贷款投放进度，更好保障防疫物资保供、春耕备耕、国际供应链产品生

产、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微企业等资金需求。适当下放信用贷款审批权限。加强审计监督，

防止"跑冒滴漏"，提高支持实体经济实效。 

三是多措并举稳外贸稳外资。这与此前国家发改委印发 《关于应对疫情进一步深化改革做

好外资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相呼应，再度强调了部署各地方稳外资工作的重要性，作为全球

供应链的重要组成，疫情对复工产生拖累，进而对全球生产供应链带来冲击，稳外资稳外贸就

是要尽快恢复我国在国际化分工中的作用，多措并举降低疫情对生产的影响，进一步畅通产业

链资金链推动各环节协同复工复产等。 

表 1：货币工具仍将继续发力 

时间 政策工具 调整幅度 当月同比 CPI 当月猪肉分项 CPI 

2019 年 8 月 20 日 LPR 报价，1 年期 4.25% 
较 1年期前值 4.31%

下调 6BP 

2.8%（持平上

月） 
46.7%（前值 27%） 

2019 年 9 月 20 日 LPR 报价，1 年期 4.20% 
较 1年期前值 4.25%

下调 5BP 

3%（升 0.2 个

百分点） 
69.3%（前值 46.7%） 

2019 年 10 月 20 日 不变 不变 
3.8%（升 0.8

个百分点） 
101.3%（前值 69.3%） 

2019 年 11 月 18 日 OMO报2.5%（前值2.55） 
4 年来首次下调 7 天

逆回购利率 

预计破 4%（升

0.2 个百分点） 
 

2019 年 11 月 20 日 
LPR 报价，1 年 4.15%；

5 年期 4.8% 

较 1年前值 4.20%下

调 5BP；5 年期以上

LPR 较前值 4.85%

下调 5BP 

预计破 4%（升

0.2 个百分点） 
 

2019 年 12 月 20 日 
1 年期 LPR 为 4.15%，5

年期以上 LPR 为 4.80% 
持平上月 

12月发布 11月

CPI 为 4.5% 
110.2%（前值 101.3%） 

2019 年 12 月 28 日 

央行发布公告称，为进一

步深化 LPR 改革，商业银

行应自 2020 年 3 月 1 日

起与存量贷款客户正式

切换存量浮动利率贷款

定价基准， 

   

2020 年 1 月 1 日 标准准备金 13% 降至 全面降准 50BP  猪价同比增速继续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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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2020 年 1 月 20 日 
1 年期 LPR 为 4.15%，5

年期以上 LPR 为 4.80% 
持平上月 

1 月 CPI 报

4.5%持平 12月 
 

2020 年 2 月 3-4 日 

2 月 3 日开展 1.2 万亿元

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投

放资金，比去年同期多

9000 亿元。2 月 4 日以利

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5000

亿元逆回购操作。 

   

2020 年 2 月 10 日   

发布 1 月 CPI

报上涨至 5.4%

（4.5%） 

216%（前值 110.2%） 

2020 年 2 月 17 日 

开展 2000亿元 MLF 操作

和 1000 亿元 7 天期逆回

购操作。1 年期 MLF 利率

为 3.15%（前值 3.25%）。 

1 年期 MLF 中标利

率下调 10BP 
  

2020 年 2 月 20 日 
LPR 报价 1 年期 4.05%；

5 年期 4.75% 

LPR 报价下调 1 年

期 10BP，下调 5 年

期 5BP 

  

2020 年 3 月 10 日 

国常会抓紧出台普惠金

融定向降准措施，并额外

加大对股份制银行的降

准力度（近期或降准） 

 
发布 2 月 CPI

为 5.2% 

食品项增速 21.9%（前

值 20.6%） 

2020 年 3 月 16 日 

按 2019 年考核定档，对

达标银行原有基础上定

向降准 0.5-1 个百分点；

针对股商行额外优惠 1 个

百分点 

释放长期资金 5500

亿，其中 4000 亿达

标所有银行，1500

亿达标股商行。节约

银行资金成本 85 亿 

  

资料来源：中原证券，财经新闻 

释放长期资金 5500亿的量，也会在供求关系上作用于利率下行，当前货币发力降低融资成

本，同时也提高了通胀水平，但考虑到需求转弱和生产复产，未来通胀持续攀高的动力有限，

叠加石油减产冲击，通胀水平将高位缓降，因此央行有了降息降准的底气。全球经济低迷的态

势短期难以马上修复，因此大宗商品价格对成本端也不造成抬升的作用，M2增速超预期进一步

偏离经济名义增速不会持续，若 M2 保持 8%的增速，经济延续下行，那剩余的就是通胀水平回

落，疫情对食品项的拉升也会随着中国防疫的有效推进而缓释，因此第一步也就是当前通胀收

窄，CPI 高位缓降；第二步是疫情缓和，在货币调节下，复产加速，经济边际改善；最后灵活

的货币操作呈现定力，确保稳健中性，抑制金融风险，为货币下次发力蓄积张力。此外，其它

国家央行持续降息降准或量化宽松的空间也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货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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