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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微松能为稳增长做些什么？ 

——光大宏观周报（2022-01-16） 

     
   

 

 

 

 

 

 

 

 

 

 

 

 

 

 

 

 

 

 

 

 

 

 

 

 

 

 

 

 

 

 

 

 

 

 

 

 

 

 

 

 

 

 

 

 

 

 

 

 

 

  

 

 

 

 

 

 

 

 

 

 

 

 

 

 

 

 

 

 

 

 

 

 

 

 

 

 

 

 

 

 

 

 

 

 

 

 

 

 

 

 

 

 

 

 

 

 

 

 

 

核心观点： 

通过对 2001 年以来经济周期的复盘，我们发现，当实际产出水平长时间位于

潜在产出水平之下时，往往会伴随着降息，本轮降息周期的首次降息是发生在

2019 年四季度，也就是实际产出下降到潜在产出之下时的第三个季度。同时，

贷款需求对政策利率的变动较为敏感，政策利率的调降往往是促使贷款需求回

升的关键因素。伴随着工业品通胀见顶回落，经济周期开始由“类滞胀”演变

为“弱衰退”，总量型政策工具的空间再次被打开，调降政策利率被提上日程

的必要性显著增强，一季度是重要窗口期。 

实际产出低迷，信用稳而不宽 

产出缺口自 2019 年 2 季度转负增以来，实际产出水平已经连续 10 个季度位于

潜在产出水平之下。如果我们继续在生产法和支出法角度下观察实际产出边际

趋势，会进一步发现实际产出边际修复动能也较为有限。同时，在新一轮经济

调结构的背景下，针对房地产行业和城投平台的融资监管政策持续收紧，叠加

疫情持续散发、限产限电等多重因素影响，信贷和社融增速持续下行。2021 年

两次全面降准，下调 1 年期 LPR 报价利率，并未改变社融、信贷低迷走势。 

宽信用越来越需要降息的助攻 

融资是需求和供给两厢情愿的结果。通过回溯数据发现，降准更多的是改善存

款类金融机构的中长期流动性水平和边际负债成本，进而刺激其信贷投放意

愿，也就是说，降准有益于增加信贷的供给。但在 2021 年两次降准后，贷款

需求不但没有回升，反而均持续回落。通过对 2004 年以来的贷款需求指数进

行分析，可以看到，贷款需求对政策利率的变动更加敏感，在长时间的回落之

后，政策利率的调降往往是促使贷款需求回升的关键因素。 

经济周期将由“类滞胀”演变为“弱衰退”，降息空间已经被打开。2001 年以

来，当实际产出长时间位于潜在产出水平之下时，往往会伴随着降息。本轮降

息周期的首次降息是发生在 2019 年四季度，也就是实际产出下降到潜在产出

之下时的第三个季度，随后又接连两次下调政策利率。2021 年四季度，工业品

通胀开始呈现出见顶回落态势，但产出水平的下行压力却并未缓解，经济周期

开始由“类滞胀”演变为“弱衰退”，总量型政策工具的空间再次被打开，降

息被提上日程的必要性显著增强。我们认为 2022 年一季度是调降政策利率的

重要窗口，2 月的可能性最大，2022 年 1 月份的信贷投放情况是重要的观察指

标。 

财政发力或需适时降准维稳流动性 

为了“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预计 2022 年财政赤字率约为

3.0%，地方政府专项债新增额度维持 3.65 万亿。为了给政府债券融资创造一

个较为稳定的融资环境，以及保证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超储率处于一个较为适

宜的水平以助力信贷投放，我们预计，人民银行有望再次适时降准以维护流动

性稳定，为稳增长提供平稳适宜的融资环境。通过我们对全年银行间流动性缺

口的测算，预计一季度和二季度均有再次降准的窗口期。 

中小微企业需要结构型工具定向支持 

在“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的货币政策框架下，结构型工具仍将是货币政策操

作的核心，并在稳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结构型工具预计将以“定向支持小微

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为主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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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微松能为稳增长做些什么？ 
 

1.1  实际产出低迷，信用稳而不宽 
 

实际产出持续位于潜在产出水平以下，经济增长动能低迷。如果我们以中国人

民银行工作论文1测算的潜在增长率作为我国的潜在产出水平，以 2020 年-

2021 年复合实际 GDP 增速作为实际产出水平，其中假设 2021 年四季度实际

GDP 增速为 3.7%。我们会发现，产出缺口自 2019 年 2 季度转负增以来，截

至 2021 年 3 季度，实际产出水平已经连续 10 个季度位于潜在产出水平之下。

如果我们继续在生产法和支出法角度下观察实际产出边际趋势，会进一步发现

实际产出边际修复动能极为有限。 

 

图 1：实际产出水平已经连续 10 个季度处于潜在产出水平之下(季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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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国人民银行，光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说明：2020-2021 年实际 GDP 增速均为 2020-2021 两年复合同比增速，假设 2021 年四季度实际 GDP 增速为 3.7%  

 

图 2：生产法和支出法高频视角下，2021 年实际产出复合增速大概率位于潜在产出水平以下(月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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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说明：图中数据为各分项 2021 年的两年复合同比增速，除出口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外，其余数据均截至 2021 年 11 月 

                                                                 
1 《“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的测算研究》，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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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持续收缩，社融稳而不宽。2021 年以来，在新一轮经济调结构的背景下，

针对房地产行业和城投平台的融资监管政策持续收紧，同时，叠加新冠疫情持

续多点散发、限产限电等多重因素影响，信贷和社融增速持续下行。中国人民

银行分别于 2021 年 7 月和 12 月两次全面降准，并于 2021 年 12 月先后下调

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和 1 年期 LPR 报价利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信贷增速

依然延续下行趋势，社融增速在政府和企业债券低基数的助益下微幅上行，企

业中长期贷款占比持续萎缩。 

 

图 3：信贷持续收缩，社融稳而不宽  图 4：对公中长期贷款占比持续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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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1.2  宽信用越来越需要降息的助攻 

 

融资是需求和供给两厢情愿的结果。 

 

降准有益于增加信贷的供给，使得融资的可得性上升。那么为什么人民银行接

连两次降准都没有改变信贷增速持续收缩的趋势呢？通过回溯数据，我们会发

现，降准更多的是改善存款类金融机构的中长期流动性水平和边际负债成本，

进而刺激存款类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意愿，也就是说，降准有益于增加信贷的

供给，使得信贷更加易得。 

 

降息有益于增加信贷的需求。但同时，我们会发现，在 2021 年两次降准后，

人民银行银行家调查问卷显示，贷款需求不但没有回升，反而均持续回落。通

过对 2004 年以来的贷款需求指数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贷款需求对政策

利率的变动更加敏感，在经过长时间段的回落之后，政策利率的调降往往是促

使贷款需求回升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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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两次降准改善了信贷融资的供给条件  图 6：贷款需求的改善更需要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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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说明：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2015 年

前以 1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作为政策利率，2015 年开始以 1 年期 MLF 利率作为政策利率 

 

经济周期将由“类滞胀”演变为“弱衰退”，降息空间已经被打开。 

如果我们将 2001 年以来，我国产出缺口和政策利率变动放在一起，可以发

现，当实际产出长时间位于潜在产出水平之下时，往往会伴随着降息，反之则

加息。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本轮降息周期的首次降息是发生在 2019 年四季

度，也就是实际产出下降到潜在产出之下时的第三个季度，随后又接连两次下

调政策利率。 

那么，2021 年二季度以来，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行压力的逐渐增大，政策利率为

什么迟迟没有下调呢？此时，如果我们在产出水平的基础上引入通胀水平，就

会发现，2021 年二季度，在产出水平走低的同时，通胀水平在快速上行，也就

是我国进入了一个“类滞胀”的状态，这对以控制通胀为首要目标的货币政策

产生了明显约束，这也是为什么 2021 年 7 月人民银行全面降准后，12 月前再

未见总量货币政策出台的重要原因。 

但是在 2021 年四季度，陷入进退两难困境的货币政策迎来了转机，工业品通

胀开始呈现出见顶回落的态势，但产出水平的下行压力却并未缓解，经济周期

开始由“类滞胀”演变为“弱衰退”。在这种背景下，人民银行于 2021 年 12

月宣布降准，总量性货币政策的空间再次被打开，但这一次，降息被提上日程

的必要性也已经显著增强。 

 

图 7：产出缺口持续为负一般会伴随着降息  图 8：类滞胀转为弱衰退为降息打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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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国人民银行，光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说明：2020-2021 年实际 GDP 增速均为 2020-2021 两年复合同比增速，假设 2021

年四季度实际 GDP 增速为 3.7%，政策利率同图 6 

 资料来源：Wind，中国人民银行，光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说明：2021 年 Q4 至 2022 年 Q4 为光大宏观预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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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一季度是调降政策利率的重要窗口。如果要调降政策利率，什么时间调

降比较好呢？我们认为是 2022 年一季度，2 月的可能性最大。2022 年 1 月份

的信贷投放情况，或是人民银行是否要推进降息的重要观察指标。 

外部环境来看，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于 2021 年大多已经进入加息周期，影响着

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的美联储，也在 2021 年 12 月通过点阵图指引 2022 年将

会加息 3 次。虽然我们认为，美联储实际加息节奏大概率将不及点阵图指引及

市场预期，但出于谨慎性考虑，调降政策利率还是宜早不宜迟。（详见我们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发布的研究报告，《美国货币政策外溢的三重预期差 —— 

流动性洞见系列一》） 

 

图 9：市场普遍预期 2022 年美联储将会加息 3-4 次  图 10：2021 年 12 月 FOMC 会议纪要指引 2022 年加息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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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loomberg，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Fed，光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说明：点阵图取自 2021 年 12 月 15 日 FOMC 会议纪要 

 

1.3  财政发力或需适时降准维稳流动性 

 

我们预计，为了保证财政支出强度，2022 年财政赤字率将会调整为 3.0%，地

方政府专项债新增额度维持在 3.65 万亿元。 

 

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下，2021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指出：“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

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

当靠前...... 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我们预计，为了保证财政

支出强度，2022 年财政赤字率将会调整为 3.0%，地方政府专项债新增额度维

持 3.65 万亿元。 

 

同时，考虑到中央经济会议要求“加快支出进度”，以及国家发改委已于 2021

年 12 月，提前下发了部分 2022 年专项债新增额度。我们预计，2022 年政府

债券的融资节奏将会整体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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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022 年政府债券融资数据估算  图 12：2022 年政府债券融资节奏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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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国政府网，光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说明：除赤字率的单位为%外，其余变量的单位均为万亿元，其中红色标示的数据

为光大宏观预测数据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说明：其中 2022 年的数据为光大宏观预测数据 

 

为配合政府债券发行和创造较为宽松的融资环境，人民银行有望再次适时降准

维护银行间流动性稳定。通过上述对于财政发力所需政府债券发行规模的测

算，结合对公开市场操作、流通中现金变动、外汇占款变动及法定存款准备金

变动的估算，预计 2022 年四个季度均有银行间流动性相对紧张的时期。为了

给政府债券融资创造一个更为稳定的融资环境，以及保证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

超储率处于一个较为适宜的水平以助力信贷投放，我们预计，人民银行有望再

次适时降准以维护流动性稳定，为稳增长提供平稳适宜的融资环境。（详见我

们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发布的研究报告，《当我们谈及流动性的时候，我们

在说什么？—— 流动性洞见系列三》） 

 

图 13：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缺口测算显示 2022 年仍有降准窗口期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说明：除 MLF 数据外均为光大宏观估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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