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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财政货币化系列研究（一）     

中国式财政货币化对资金面影响 
 

 2023 年 01 月 30 日 

 

3 月即将迎来全国两会，中国将迎来怎样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市场对此颇为关注。展望

2023 年，相对确定的宏观趋势是外需收敛然而内需扩张。我们认为 2023 年内需扩张需

要依赖两个部门扩表，一是居民部门，二是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扩表涉及 QE、财政货币化等概念探讨，本质上是在追问一个问题，中国财政货

币如何协同。一个更具体的问题是，“财政货币化”过程中流动性将呈现怎样的格局？ 

➢ “财政货币化”存在两种范式，中国“财政货币化”本质上是财政货币协同。 

“财政货币化”虽然常被讨论，但学界与市场对其赋予的内涵并不相同。学界探讨的“财

政货币化”，指央行在一级市场上购入国债。这种模式下央行被财政牵引，独立性缺失，

且恶性通胀风险较高。这一财政货币化模式多数国家禁止，中国也不例外。市场探讨的“财

政货币化”，更多指代央行二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这种模式下一国货币政策更多起到财

政扩张的配合角色，财政和货币高度协同。 

1995 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实施之后，中国再未出现过学界讨论的“财政货币化”。本文

探讨中国“财政货币化”，只指央行在二级市场配合财政扩表，本质上是财政货币协同。 

➢ 中国式财政货币化的历史上有四个关键时点值得关注。 

第一个关键时点，1993 年。在此之前中国财政资金紧张，政府可直接向央行借款。90 年

代初经历高通胀之后，1993 年国务院发文要求“财政部停止向中国人民银行借款”。第二

个关键时点，1995 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出台，明确央行不得在一级市场上购入国债，

彻底切断财政和央行在一级市场上直接联动。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央行

可以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等优质债券。第三个关键时点，2009 年。为落实四万亿投资计

划，中央支持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平台融资，此后地方政府通过城投与商业银行、政策行联

动扩表，开启了中国预算外财政货币化路径。第四个关键时点，2013 年-2014 年。央行

创设多项货币工具（MLF、SLF 等），允许金融机构将优质债券与信贷作为抵押品释放流

动性，意味着央行与财政联动的形式不再局限于二级市场购买国债。 

➢ 中国式财政货币化有三种模式，所致流动性效果不尽相同。 

中国式“财政货币化”可分为三种模式：模式一，直接买卖国债或接受政府相关负债为抵

质押品。模式二，创设并投放新型流动性工具。模式三，敦促商业及政策性银行信用扩张。 

模式一和模式二中，财政扩张同时央行一般会配合流动性投放，所以财政货币化过程大概

率伴随着流动性宽松。然而模式三大为不同，财政预算外扩表，商业银行或政策性银行同

步扩表，这一过程的直接效果是银行间资金面反而收紧。 

➢ 中国式财政货币化对 2023 年资金面影响。 

海外主流财政货币化流程是财政发行国债，然后央行在二级市场上或直接购买，或接受政

府债券作为抵质押品，因而海外主流财政货币化往往对应着银行间流动性宽松。 

中国式“财政货币化”可以有三种模式，并不必然意味着流动性宽松。回溯历史，某些特

定年份，例如 2016 至 2017 年，财政货币化同时银行间资金面收紧。2023 年，预算外

财政扩张或仍将是财政主流选择。这意味着商业银行及政策性扩表是 2023 年财政货币化

的主要模式。这一模式下，流动性格局或将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财政货币化同时央行不必然配合流动性宽松。第二，全年维度，2023 年流动性波

动率或提高。 

风险提示：经济修复节奏超预期，疫情发展超预期，海外地缘政治冲突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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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财政货币协同，中国式“财政货币化” 

“财政货币化”虽然常被讨论，但学界与市场对其赋予的内涵并不相同。 

学界常常讨论的“财政货币化”，指央行直接在一级市场上购入国债的行为。 

一国财政扩张时，若政府直接对话央行要求资金支持，央行随即在一级市场购

入政府债券（例如国债），央行与财政直接同步扩表，即学界所称“财政货币化”，

意在刻画一国央行为配合财政而缺失独立性现象。 

市场上讨论的“财政货币化”，更多指代央行二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间接

与财政联动的行为。 

如果政府先绕开央行，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后续金融机构再从央行获

取流动性，央行间接与财政扩表，即市场所探讨的“财政货币化”，其更多反映一

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同。 

1995 年以后，由于受到法律的约束，学界讨论的“财政货币化”从未在中国

发生，因此讨论中国式“财政货币化”，自然将央行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的行为排

除在外。本文即将展开讨论的中国式“财政货币化”，不仅包括央行在二级市场配

合财政扩表，还包括商业银行、政策行对财政的信用支持。 

图 1：学界、市场对“财政货币化”的界定并不相同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民生证券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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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式“财政货币化”的政策规范演绎 

2.1 当前政策禁止央行一级市场购债 

主流国家（美日欧）都禁止央行一级市场购债。 

不同国家均以相对严格的法律形式约束央行直接认购国债，譬如美国《联邦储

备法》明确美联储只能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日本财政法指出央行原则上不能在一

级市场购买国债。（但英国、日本等主流经济体也在特定时期或特定情境下容忍央

行直接认购国债） 

央行一级市场购债被禁止，因为这种方式会挤压央行必要独立性、同时带来道

德风险，一旦财政“不负责任”扩表，将带来恶性通胀等不良后果。 

中国也从法律层面禁止央行一级市场购债。 

首先，1993 年财政部被禁止直接向央行借款。1993 年以前，中国财政资金

紧张，政府曾直接向央行借款行为（1995 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公布前,中央财政

向人民银行借款 1663.57 亿元1）。 

在央行与财政协同且缺乏约束的背景下， 1993 年中国发生了较为严重的通

胀，通胀率高达 14.7%。同年 12 月 25 日，《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正

式下发，要求“财政部停止向中国人民银行借款，财政预算先支后收的头寸短缺靠

短期国债解决，财政赤字通过发行国债弥补”。 

随后 1995 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出台，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央行不得在一级市

场上购入国债，进一步切断财政和央行直接联系。《中国人民银行法》其中第二十

八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

他政府债券”。1995 年以后中国央行恪守《中国人民银行法》，至今未曾在一级市

场对财政融资。 

 

 

 

 

 

 

 

 

 
1 https://www.g3mv.com/thesis/view/137140  



宏观专题研究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5 

 

 

 

图 2：1993 年通胀高企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表1：《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不得直接认购政府债券、提供信贷支持 

时间 法律/政策规范 核心内容 

1993 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 
财政部停止向中国人民银行借款，财政预算先支后收的头寸短缺靠短期国债解决，财政赤

字通过发行国债弥补。 

1995 中国人民银行法 

第四章 业务 

第二十八条 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 

第二十九条 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贷款，不得向非银行金融

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但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向特定的非银行金融

机构提供贷款的除外。 

资料来源：国务院网站, 民生证券研究院整理 

 

2.2 当前政策允许央行二级市场购债 

绝大多数主流国家均允许央行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 

观察不同国家央行资产负债表，美国、日本、英国等主流国家均有对政府债权

科目，一级市场购债被禁止前提下，说明各国央行允许在二级市场购债。原因之一

是可以为低利率国家的货币政策找到出路，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2020 年

疫情冲击期间，日本、美国、欧洲开展的大规模量化宽松均在二级市场上开展。 

原因之二在于，二级市场购债能够反映政府信用的真实价值，一旦政府信用陷

入危险，二级市场国债价格将迅速走低，从这一层面上，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货币

超发风险。 

中国同样允许央行在二级市场上购入国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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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于 1995 年《中国人民银行法》中明确，央行可以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等

优质债券。其中第二十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为执行货币政策，可以在公开市

场上买卖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及外汇。”明确可以在二级市场上进行现券买卖。 

2013 年-2014 年后，央行创设多项货币工具（MLF、SLF 等），允许金融机构

将优质债券与信贷作为抵押品释放流动性，意味着央行与财政联动的形式不再局

限于二级市场购买国债。 

表2：主流国家均禁止正常时期央行一级市场购债 

国家 法律 一般情况 特殊情况 

美国 《联邦储备法》 美联储只能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 

“异常和紧急情况”下，只要有五个或以上美联储理事会成

员表决同意，美联储可以向任何人、合伙企业或机构发放贷

款。 

日本 《财政法》 原则上不能认购国债 
如果有原因，日本央行可以通过国会集体决议，在一级市场

上购买国债。 

英国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禁止欧央行和成员国央行直接购

买成员国政府和公共企业债券 

英国财政部可以通过英国央行共同表决，使用筹款便利，向

央行借款。 

资料来源：美联储，日本央行、英格兰银行, 民生证券研究院整理 

 

2.3 中国式“财政货币化”历史上的四个关键时点 

上文仅讨论央行于财政的协同，如果将商业和政策行对财政协同的政策也纳

入讨论，我们将得到中国式“财政货币化”的四个关键时点。 

第一个关键时点，1993 年，财政部禁止向央行借款。 

在此之前中国财政资金紧张，政府可直接向央行借款。90 年代初经历高通胀

之后，1993 年国务院发文要求“财政部停止向中国人民银行借款”。 

第二个关键时点，1995 年，央行被禁止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被允许在二级

市场上购买国债，开启预算内财政货币化。 

《中国人民银行法》出台，明确央行不得在一级市场上购入国债，彻底切断财

政和央行在一级市场上直接联动。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央行可以

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等优质债券。 

第三个关键时点，2009 年，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城投获得商业银行、政策行信

贷支持，开启预算外财政货币化。 

1996 年《贷款通则》明确借款人并不包括政府，及政府无法直接从金融机构

借款。而在 2009 年 3 月央行、银监会下发〔2009〕92 号文，为落实四万亿投资

计划，中央支持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平台融资，至此以后，地方政府得以通过城投与

商业银行、政策行联动扩表，开启了中国预算外的财政货币化。 

第四个关键时点，2013 年-2014 年，央行创设多项货币工具，支持财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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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货币化。 

央行创设多项货币工具（MLF、SLF 等），允许金融机构将优质债券与信贷作

为抵押品释放流动性，意味着央行与财政联动不只有二级市场购买国债一种路径，

也意味着央行不仅可以支持财政预算内扩表，也可以实现对财政预算外扩张的支

持。 

 

3 中国式“财政货币化”的三种模式 

根据实施财政货币化的主体以及使用货币工具的不同，中国式“财政货币化”

可划分为三种模式：其中模式一、二是央行对财政的协同，模式三是商业银行、政

策行对财政的协同。 

3.1 模式一，央行直接买卖或接受抵质押品 

模式一是央行配合财政扩张的方式之一。央行可以基于自身意愿，直接在二级

市场上买断或接受政府债券抵质押，进而投放流动性实现财政与货币的协同。 

2013 年以前，央行更多采用现券买断投放流动性。 

2000-2003 年，当时央行为了调节市场流动性，多次在债券市场上进行现券

买卖。2001 年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就明确提到，在当年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方式中，

现券的交易量明显增加。 

2013 年以后，央行更多使用逆回购、MLF、SLF 工具，通过接受抵质押品投

放流动性。 

2013 年以后，在各类创新货币工具的加持下，央行不局限于外汇资产派生基

础货币，而是接受政府债券、政府富有偿还义务的信贷、信用债等优质资产作为抵

押投放流动性。这样一来，央行可以实现对财政预算内、外扩张的协同。 

当然，买卖、接受抵质押品的主动权掌握在央行手中，财政扩张时，央行没有

义务 100%进行配合。 

模式一中，政府通过发行政府债券、借助平台融资的加杠杆，必然伴随着宽信

用。央行若在二级市场上买卖国债或者接受政府债券作为地址押品，投放 MLF 等

结构性工具，那么这一过程伴随着流动性投放。 

表3：央行多项货币工具接受政府相关债券、信贷资产抵押 

货币工具 创设时间 抵押品 交易对手 方式 

现券买断 1995 — — 央行直接从二级市场买入债券，一次性地投放基础货币 

逆回购 2014 有价证券 一级交易商 
逆回购为中国人民银行向一级交易商购买有价证券，并约定在未来

特定日期将有价证券卖给一级交易商的交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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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F 2013 优质债券+信贷 
政策性银行和全国

性商业银行 

常备借贷便利以抵押方式发放，合格抵押品包括高信用评级的债券

类资产及优质信贷资产等。 

MLF 2014 优质债券 

符合宏观审慎要求

的商业银行、政策

性银行 

中期借贷便利采取质押方式发放，金融机构提供国债、央行票据、

政策性金融债、高等级信用债等优质债券作为合格质押品。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民生证券研究院整理 

 

3.2 模式二，央行创设并投放流动性工具 

模式二是央行配合财政扩张的方式之二。 

在这一模式下，央行通过创设不同种类的结构性货币工具，金融机构先向政府

提供贷款，随后央行向金融机构输送流动性（即先贷后借），最终实现财政货币协

同闭环。 

针对政府扩表而开展的流动性工具包括 PSL（2014 年创设）、设备更新再贷

款（2022 年创设）。 

2014 年开设的 PSL（补充抵押贷款）实操模式中，政策性银行首先向地方政

府提供棚改贷款，再将相关贷款或其他资产抵押给央行获得流动性支持（贷款本金

的 100%）。 

2022 年创设的设备更新贷款， 实践流程中，先由 21 家金融机构向学校、医

院2等事业单位提供用于专向用于设备更新贷款，随后再从央行获得资金支持（贷

款本金的 100%）。 

结构性货币工具秉持“先贷后借”原则，金融机构在“贷”后必然跟进“借”

的操作。在这一模式中，政府扩表同时伴随着流动性同步宽松。 

图 3：PSL 的投放模式秉持“先贷后借”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民生证券研究院整理 

 
2 这类事业单位预算收支纳入政府预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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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18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