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松成：更了解宏观，才能

把握住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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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盛松成 

前三季度经济数据即将发布，当此时刻，人们试图以各种分析方式找

到宏观经济运行对接微观投资理财操作的“密钥”。围绕百姓关注的抗通

胀、汇率利率以及投资理财话题，人民政协报记者对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

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进行了采访。 

 

我国不存在长期通胀基础 

记者：当前全球多国通胀居高不下，对此您如何看待？这是否会推高

我国今年 CPI 的涨幅？ 

盛松成：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地缘冲突的影响下，全球供给恢复缓慢，

通胀高企。美联储持续大幅度加息虽然对抑制通胀有效，但是效果不及预

期。8 月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经季调后环比上涨 0.1%，预期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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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0.1%；同比上涨 8.3%，高于预期值 8.0%。本轮美联储加息周期或持

续至明年年底。 

今年 8 月，我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2.5%，1-8 月累计同

比上涨 1.9%，远低于美欧等主要经济体和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水平。尽管未

来几个月通胀水平仍可能上升，但今年全年 3%左右的 CPI 预期调控目标

是可以实现的：一方面，我国货币政策保持稳健，没有搞“大水漫灌”；

另一方面，内需不足制约着我国通胀上行。 

我国对通胀的重视高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因为物价与民生息息相关。

为应对疫情冲击，我国施行“六稳”“六保”，尤其是“保市场主体”，

从供给端为经济注入内生动力，国内供应链总体保持平稳运转。当前我国

生产者物价指数（PPI）企稳回落，整体物价水平可控，长期通胀基础并不

存在。 

人民币大幅贬值的可能性不大 

记者：近期美元持续走强，人民币汇率承压，您认为我们应如何看待

和应对当前的汇率形势？ 

盛松成：伴随美国加息周期，中美利差持续深度倒挂，美元指数走强。

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贬值超过 10%，短期内仍然承压。央行两

次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并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

率从零上调至 20%，这些都有助于放缓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速度。预计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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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民币汇率仍会在 7.0~7.3 之间徘徊。 

但是，相较于世界其他主要货币，人民币表现相对良好。CFETS 人民

币汇率指数较 2021 年末基本持平。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幅度远小于欧元、

英镑、日元等货币，本轮贬值造成的市场冲击相对有限。 

中长期看，人民币持续大幅贬值的可能性不大。目前，我国央行也仍

有较多政策工具可以用来引导人民币预期，必要时可重启逆周期因子，或

在离岸市场增加央票发行规模，收紧人民币流动性。尽管中美利差倒挂一

定程度上导致了资本外流，但如果我国经济能够快速企稳回升，美国货币

政策转向的溢出效应将会大大减少。因此，改善经济预期至关重要。 

记者：您认为人民币汇率贬值是否将掣肘国内货币政策？利率下行是

否会继续？ 

盛松成：诚然，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对我国货币政策实施也会

有一定影响，但中美经济周期并不同步，我国仍坚持“以我为主”的独立

的货币政策，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今年 8 月 15 日，我国政策利率 1 年期中期借贷便利（MLF）和 7 天

公开市场操作利率（OMO）中标利率分别为 2.75%和 2.0%，均下降 10

个基点。随着政策利率下调，市场利率同样低位运行。当前 1 年期同业存

单利率维持在 2%左右，低于 1 年期 MLF 利率，货币市场利率已底部趋稳，

继续下行空间不大。8 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也随之下降。其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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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7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