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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  分析师 

⚫ 央行全面降准 25bps，稳经济、充裕流动性，支持地产融资：11 月 22 日

国常会提出“适时适度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后，降准如期落地。

11 月 25 日，央行宣布从 12 月 5 日起全面降准 0.25 个百分点，加权存款

准备金率从 8.1%下降至 7.8%。预计释放长期资金约 5000 亿元，降低金

融机构资金成本每年约 56 亿元。降准的主要考量稳定经济、保持年末流

动性合理充裕以及支持近期地产行业融资。央行选择 25bps 而非更大规

模降准可能由于外部因素通过汇率对货币政策形成限制、市场的短期和

中长期流动性整体充裕、对通胀保持谨慎以及对降准空间的珍惜。目前

中国经济的增长压力依然来自于疫情和地产，问题集中在需求端，未来

消费恢复和投资整体稳定的预期程度是短期左右权益和债券市场的表现

的重要因素。 

⚫ 房地产增信快速落实，商行保交楼贷款征求意见：11 月 21 日，人民银

行、银保监会联合召开全国性商业银行信贷工作座谈会上宣布，将面向 6

家商业银行再推出 2000 亿元“保交楼”再贷款并为金融机构提供“零成

本”支持。其次，相关披露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 24 日，六大行已经向 17

家房企提供意向授信额度超 1.27 万亿元。两者都显示金融政策支持优质

房企融资和交楼的力度继续加大，有助于缩小房企资金缺口，助力行业

更快企稳。需要注意到中国房企 2023 年海外债券偿还规模 1439 亿美

元，国内偿还规模 3718 亿人民币，稳定地产信贷意义重大。 

⚫ 美联储纪要显示 12 月放缓加息概率较大：美联储于 11 月 23 日公布了当

月 FOMC 会议的纪要。纪要没有包含更鹰派的信息，利率终值比 9 月预测

更高这一信息在 11 月 FOMC 会后就已经被市场定价，且纪要确实反映了

美联储对衰退和货币政策滞后效果的重视，因此市场对纪要的理解偏鸽

派。从近期发言来看，除了圣路易斯布拉德以外，大部分官员目前的合

意利率终值在 4.75%-5.25%之间；12 月份放缓加息也得到了不少官员的

赞成。因此，美联储加息幅度势必进入放缓阶段，利率峰值可能在 2023

年一季度达到，美元和美债的顶部开始确认。但是，美联储目前的态度

仅是鹰派边际软化，降息在 2023 年上半年恐怕并不具备条件。 

⚫ 市场利率下行，猪菜价格回落，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但油价下行，高频数

据延续弱势：本周市场利率下行，流动性整体宽裕。猪肉和蔬菜价格下

行，通胀近期无需担忧。原油价格下跌，欧盟对俄能源品限价暂未达

成；钢铁价格回升，库存整体下行，政策支持下地产预期有所改善。交

通、航运和地产销售继续低于往年同期。 

核心风险：疫情和防控政策超预期变化，中美欧经济更快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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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日期                   事件或数据 

中国 
11月 30日（周三） 中国 11月官方制造业 PMI 

欧洲 

11月 28日（周一） 欧元区 10 月家庭贷款年率(%)，欧元区 10月 M3广义货币(亿欧元)，英国 11月 CBI零售销售差值 

11月 29日（周二） 欧元区 11 月经济景气指数，欧元区 1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德国 11月 CPI年率初值(%) 

11月 30日（周三） 欧元区 11 月调和 CPI和核心 CPI 年率-未季调初值(%)，德国 11 月季调后失业率(%)，法国第三季度 GDP 年率

终值(%) 

12月 1 日 （周四） 欧元区 11月 Markit制造业 PMI 终值，欧元区 10月失业率(%)，德国 11月 Markit 制造业 PMI终值，法国 11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终值，德国 10月实际零售销售月率(%) 

12月 2 日 （周五） 德国 10月季调后贸易帐(亿欧元) 

美国 

11月 28日（周一） --- 

11月 29日（周二） 美国 11月谘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 

11月 30日（周三） 美国 11月 ADP 就业人数(万)，美国第三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率修正值(%)，美国 10月批发库存月率初值

(%)，美国 11 月芝加哥 PMI，美国 10月 JOLTs 职位空缺(万)，美国 10 月季调后成屋签约销售指数月率(%)，

API和 EIA原油与汽油库存变动 

12月 1 日 （周四） 美国 10月 PCE 和核心 PCE物价指数年率(%)，美国截至 11月 26 日当周初请和续请失业金人数(万)，美国 10

月个人支出月率(%)，美国 11月 ISM制造业 PMI 

12月 2 日 （周五） 美国 11月非农就业人口变动、失业率、劳动参与率、工资增速 

其他 
11月 29日（周二） 日本 10月失业率(%) 

 

 

 

 

  目录 

一、央行降准 25bps，稳经济、充裕流动性、支持地产融资 ............................... 3 

二、房地产增信紧跟“十六条”和“第二支箭”落实 .................................... 4 

三、美联储纪要显示 12 月放缓加息概率较大 ........................................... 5 

四、市场利率整体回落，美元指数下行 ................................................ 7 

五、猪菜价格继续回落 .............................................................. 9 

六、原油下跌，钢铁价格回升、库存下行 ............................................. 10 

（一）原油价格下跌，煤炭基本持平 ............................................................ 10 
（二）钢铁价格回升，社会库存下行 ............................................................ 11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088.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22041910001278.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22041910001280.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097.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113.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110.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154.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084.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172.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132.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132.html
https://rl.fx678.com/id/102015050410000182.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396.html
https://rl.fx678.com/id/102015050410000181.html
https://rl.fx678.com/id/102015050410000180.html
https://rl.fx678.com/id/102015050410000180.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157.html
https://rl.fx678.com/id/102022040410000474.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081.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001.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143.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281.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281.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063.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267.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399.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302.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192.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299.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299.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286.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263.html


  

 

 

请务必阅读正文最后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公司免责声明。 
 

3 

[table_page] 
宏观周度报告 

 

 

一、央行降准 25bps，稳经济、充裕流动性、支持地产融资 

11 月 22 日国常会提出“适时适度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后，降准如期落地。11

月 25 日，央行宣布从 12 月 5 日起全面降准 0.25 个百分点，加权存款准备金率从 8.1%下

降至 7.8%。预计释放长期资金约 5000 亿元，降低金融机构资金成本每年约 56 亿元。 

我们认为央行在当前时点降准的主要考量有三，即稳定经济、保持年末流动性合理充

裕以及支持近期地产行业“第二支箭”、“十六条”和保交楼等政策的推进，进而稳定信

贷。 

首先，11 月份疫情形势严峻、感染快速上升，对生产和需求形成压制，外需下行压

力同样较大，需要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支持实体并稳定贷款投放；此前国债收益率跳升

和理财产品大规模赎回的背后也有对央行收紧资金的担忧，央行的降准反映出流动性将继

续保持宽裕以稳定经济的趋势。第二，央行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强调流动性会继续

保持“合理充裕”，11 月 MLF 到期后的缩量续作主要是由于 PSL 和其他结构性工具投放

了充足的中长期流动性，12 月和 2023 年 1 月仍有 5000 亿和 7000 亿 MLF 到期以及其他年

末资金需求，本次降准是为“年末经济工作提供适宜的流动性环境”。第三，除疫情外，

房地产也是拖累中国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针对房企融资困难 2023 年大量债券到期的压

力，各部门近期多策并举、多管齐下以支持优质房企融资和保交楼。当然，稳地产也可以

理解为稳经济的一部分。 

央行选择 25bps 而非更大规模降准可能由于外部因素通过汇率对货币政策形成限制、

市场的短期和中长期流动性整体充裕、对通胀保持谨慎以及对降准空间的珍惜。虽然美联

储加息预期可能见顶，但中美利差和疫情对经济的反复冲击仍对人民币形成一定压力；更

大规模总量型政策有加深人民币贬值预期的危险。其次，不论是 DR007 还是银行同业存贷

都仍低于同期限政策利率，流动性整体宽裕，问题更多是需求端的疲弱，因此过量流动性

可能导致银行间杠杆购债行为短期进一步加深，也容易为未来债市像上周一样做出猛烈调

整埋下隐患。再者，央行对 2023 年消费恢复和前期 M2 高增速的滞后效应对通胀的影响保

持警惕。最后，7.8%的加权存款准备金率处于历史低位，在利率由于需求问题偏低时也应

珍惜未来的政策空间。在此基础上，如果 LPR 未来进行下调，幅度可能同样有限，且更可

能视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情况单独降调长端利率。 

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压力依然来自于疫情和地产，问题集中在需求端，未来消费恢复

和投资整体稳定的预期程度是短期左右权益和债券市场的表现的重要因素。 

图 1：存款准备金率处于相对低位（%）         图 2：降准在经济压力大时易造成人民币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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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整理 

 

二、房地产增信紧跟“十六条”和“第二支箭”落实 

本周房地产增信跟随“十六条”和“第二支箭”开始加力落实。首先，11 月 21 日中

国证券网报道，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召开全国性商业银行信贷工作座谈会，除了此

前 8 月 29 日的 2000 亿“保交楼”专项借款外，将面向 6 家商业银行再推出 2000 亿元

“保交楼”再贷款为金融机构提供“零成本”支持。其次，相关披露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

24 日，六大行已经向 17 家房企提供意向授信额度超 1.27 万亿元。两个消息都显示金融

政策支持优质房企融资和交楼的力度继续加大，有助于缩小房企资金缺口，助力行业更

快企稳。需要注意到中国房企 2023 年海外债券偿还规模 1439 亿美元，国内偿还规模

3718 亿人民币，稳定地产信贷意义重大。 

六大行向房企的授信主要是对“十六条”指示的落实，在此不多做赘述，更多对比一

下 2000 亿元的商业银行“保交楼”再贷款的机制。除了和此前的政策性银行“保交楼”

专项借款的审批流程不同外，两者的补充资金来源不同。 

政策性银行保交楼贷款发放后，由财政部进行期限两年以内、利率为 1%的贴息。目前

征求意见的商业银行贷款则是由人民银行进行“零息”再贷款,更有利于地产贷款经验丰

富的银行按照市场化原则挑选重点和优质项目。鉴于“保交楼”的系统性、政策性意

义，其利率可以参照央行政策性贷款的水平，预计利率可能低至 1.75%至 2%左右，并且

放贷银行享有零利率再贷款；如此，六大行所获得的息差和目前的市场水平类似。另

外，央行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专栏中提到，政策性银行金融工具目前并不计入贷

款，可能造成存贷差扩大的误解。如果保交楼资金可以从不计入贷款的政策性金融工具

转为商业银行贷款，对平抑社融波动、稳定中长期贷款也有帮助。因此，商业银行“保

交楼”贷款一方面可以进一步降低困难房企的融资成本，加快落实项目完工；另一方

面，银行放贷得到央行资金激励，也更利于融资数据的稳定。 

图 3：房企海外债券融资状况                    图 4：房企境内债券融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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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整理 

图 5：大型商业银行净息差（%）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整理            

 

三、美联储纪要显示 12 月放缓加息概率较大  

美联储于 11 月 23 日公布了当月 FOMC 会议的纪要。纪要自身蕴含的增量信息不多，

基本符合鲍威尔在 FOMC 发布会上的表述：（1）官员们在考虑未来加息时，更加注意货

币政策效果的滞后。（2）随着货币政策收紧，未来放缓加息幅度是合适的。（3）加息

终值可能比 9 月份预想的要高。纪要中值得注意的细节有： 

（1）美联储工作人员在经济展望部分表示，在对实际经济活动预测中，美国在 2023

年某一时点陷入衰退的概率已经与基本假设的概率接近。明确表示衰退风险和基础经济

假设相当是之前所没有的，美联储工作人员未来向官员们做出数据汇报时会更加重视评

估高利率对经济的滞后影响。衰退概率的上行反映总需求的下滑，这有利于促进供需平

衡来减轻价格压力，也暗示加息幅度难以再大幅提升。不过我们维持衰退预期难以在短

期左右美联储政策方向的判断，决定加息频次和幅度的核心仍是通胀走势，而预估未来

通胀走势的核心变量是基数、信贷状况和劳动市场表现。 

（2）劳动者工资增速是官员们关注的重点。工资的上行不仅由于劳动供给的不足，

更因为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种趋势和美联储 2%的长期通胀目标是不匹配的。这一问题

也是对中长期通胀的担忧，因为服务部门劳动力短缺和劳动生产率下行是结构性问题，

并非货币政策可以直接调整的范畴。美联储可以在短期通过打击经济而减少劳动需求，

但劳动市场的结构性问题可能抬升中长期利率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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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联储官员认为并没有标志显示通胀压力明显缓和，在巨大不确定性之下，利

率终值和未来行动仍取决于数据。（纪要形成时，美国 10 月 CPI 数据尚未出炉。）10 月

CPI 数据的超预期走弱主要反映出高基数效应的显现，这一趋势应该可使美联储将利率终

值控制在 5%左右，但通胀的粘性仍支持美联储在达到利率峰值后保持较长一段时间不降

息，而我们的基准假设是降息至少要等到 2023 年末才会出现。 

总而言之，纪要没有包含更鹰派的信息，利率终值比 9 月预测更高这一信息在 11 月

FOMC 会后就已经被市场定价，且纪要确实反映了美联储对衰退和货币政策滞后效果的重

视，因此市场对纪要的理解偏鸽派。从近期发言来看，除了圣路易斯布拉德以外，大部

分官员目前的合意利率终值在 4.75%-5.25%之间；12 月份放缓加息也得到了不少官员的

赞成。因此，美联储加息幅度势必进入放缓阶段，利率峰值可能在 2023 年一季度达到，

美元和美债的顶部开始确认。但是，美联储目前的态度仅是鹰派边际软化，降息在 2023

年上半年恐怕并不具备条件。 

图 6：美联储加息路径假设（%）                图 7：美国市场流动性短期仍相对宽裕（%）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整理 

美联储官员近期观点 

 

资料来源：美联储官员发言，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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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场利率整体回落，美元指数下行 

   本周流动性保持宽裕，公开市场投放 230 亿，回笼 4010 亿，净回笼 3780 亿；主要是

央行回收了前一周为稳定市场利率释放的流动性。DR007 周五依低于 7 天逆回购利率

26.77bps。央行周五宣布 12 月 5 日开始降准 25bps，流动性将继续保持合理宽裕，不排

除未来单独降调 LPR 长端的可能。疫情的反复、经济的弱势和地产融资的需求以及央行的

举措都显示资金不会收紧，货币政策强调“适度”，债券收益率在疫情不发生显著变化之

下，短期难以上行。 

11 月 25 日，SHIBOR 隔夜收于 1.0210%，比上周下行 34.30bps，7 天利率收于

1.7440%，比上周下行 4.70bps。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 7 天加权利率收于 1.7323%，比上

周上升 1.10bps，基本维持不变。11 月 25 日 1 年期、3 年期、5 年期国债分别收于

2.0932%、2.4163%和 2.6127%，分别比上周变化-8.30bps、-6.40bps、-2.66bps，10 年期

国债收益率收于 2.8372%，比上周上行 1.99bps。 

债券收益率整体下行，长端小幅回升。货币市场流动性继续宽裕，通胀暂时不制约货

币政策。 

图 8：SHIBOR 利率（%）                        图 9：DR007 利率（%）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整理 

图 10：央行公开市场业务投放回笼周度统计（亿）  图 11：国债收益率（%）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整理 

图 12：银行间质押式回购成交量（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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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整理            

 

本周五美元指数收于 106.07，小幅回落。美联储 11 月 FOMC 会议纪要中没有特别的

增量信息，基本反映出美联储 12 月将放缓加息至 50bps，同时更注意货币紧缩对经济的

滞后影响，委员们的相关发言也整体偏鸽派。因此，美元兑主要货币汇率在上周下行，兑

人民币为 7.1615，兑欧元至 0.9618，兑日元至 139.16；人民币对美元小幅贬值。通胀的

下行意味着美元顶部开始确认，对美元变动最敏感的日元和英镑值得关注。11 月 24 日，

欧洲央行公布 10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在货币政策方面，“绝大多数”官员支持在 10 月

加息 75 个基点。欧洲央行执委施纳贝尔（Schnabel）表示放缓加息步伐的空间有限。整

体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利差预计缩小的预期将带动美元指数高位回落，但欧央行的加息

仍可能受到货币政策碎片化的限制。 

图 13：美元兑人民币（元）                  图 14：欧元与美元指数（%）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整理 

图 15：美元兑日元（元）                    图 16：各国货币兑美元变动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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