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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近期，一系列重要的经济、金融指标远不及市场预期，

叠加贸易摩擦、地产调控等内外因素影响，市场预计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引发市场对降息可能性的热

议。因此，文章根据对历次降息周期背景梳理，分析

支持与制约降息的影响因素，判断当前降息可能性并

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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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轮降息周期的背景梳理 

此前共有四轮降息周期：1996-1999 年、2008 年、2012 年、2014-2015 年，总结

发现降息周期有以下几个特点： 

1、背景均是经济明显下行，并且大多伴随外部的冲击。其中仅有 14-15年降息中

没有来自外部危机的影响，其余的三轮降息分别处于亚洲金融危机、次贷危机和欧债

危机的阶段。 

2、降息和降准往往一起出现，货币政策全面转向宽松；并且大多有积极财政政策

的配合，形成宽货币+宽财政的政策组合。 

3、与全球货币政策周期有一定的同步性，大多处于美联储“非加息”的阶段。但

在 97年和 99年，也曾在美联储短暂加息阶段进行过降息。 

4、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逐渐减弱。如前三轮降息中，经济均在滞后 2-3个季度左

右见底回升。而 14-15年的降息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已经有长达 1年的时滞（外贸回升），

并且只是结束了 GDP下滑的趋势，并未出现经济的明显回升。 

5、对股市和房地产有明显利好，债市影响则不确定。此前四轮降息对股市的影响

大多是利好，债市的影响则不确定。此外，08年以来的三轮降息中均伴随着房价的明

显上涨和地产销售的大幅回升，降息对于地产的拉动作用最为明显。 

二、当前支持降息的因素分析 

1、金融风险有所下降。2017年以来金融去杠杆、治理影子银行的政策收效显著，

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均得到遏制，为货币宽松提供较好的宏观金融基础。 

2、经济下行压力。受中美贸易冲击，未来出口将会受到较大影响，同时，居民债

务负担高企，消费升级难以为继，基建和地产投资持续下行。 

3、社融增量大幅下滑。10 月，中国社融规模腰斩，不及市场预期，凸显了信用

扩张的种种困难。表外融资受资管新规的影响持续负增长，而表内信贷 6 月以来的高

增长主要靠票据融资贡献。 

4、融资成本高企。宽货币向宽信用传导依旧不畅，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依然存在。在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治环境下，降息的政策窗口存在打开的可能。 

三、当前制约降息的因素分析 

1、外汇方面的压力。央行降息会对人民币汇率形成压力，进而影响到汇率的短期

波动，对外汇储备产生一定的影响。当前，中美的 1 年期国债利率已经出现倒挂，且

市场预计 2019年美联储还将加息 3-4次，此时中国若下调基准利率，将加剧中美货币

政策的分化，造成中美长期国债收益率利差进一步收窄，加大后期维持人民币汇率稳

定的压力。2018年以来，在严格的外汇管控下，中国外汇储备始终维持在 3万美元左

右，降息会加剧资本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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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胀方面的压力。10 月份，全国 CPI 同比涨幅连续两个月为 2.5%，维持温和

通胀态势。更重要的是，衡量我国通胀情况的关键指标，食品价格持续保持高位增长，

近两个月的涨幅都超过了 3%。从当前国内外形势来看，未来国内通胀压力还将进一步

增大。 

3、宏观调控方面的压力。2017年全年与 2018 年上半年，中央政府始终围绕房地

产调控、金融去杠杆以及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等方面展开宏观调控，取得了一定的

政策效果。然而，根据历年经验，结合当前的实体经济局势，降息将可能会导致大量

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和地方融资平台，对房地产市场和地方债市场产生影响。 

四、结论 

7 月底以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来稳增长、鼓励信贷投放等，但近几个月

的数据并没有显现出政策的效果，尤其是 10月份的社融数据出现超季节性的下滑，导

致市场有认为需要通过降息来进一步刺激经济，而我们认为当前降低基准利率的可能

性并不高： 

一是目前市场利率已经在下降。一方面，基准利率已“力不从心”。早在 2013 年

我国贷款利率基本就实现了市场化，当前商业银行运作的市场化程度更高，市场上实

际的贷款利率水平是银行基于成本、收益和风险定价的结果。例如 2014-2015 年央行

连续降息后，较基准利率上浮的贷款占比反而大幅提升，基准利率对市场利率的影响

有限。另一方面，数据表明 10月份，银行间人民币市场同业拆借的月加权平均利率为

2.42%，环比下跌 0.17%，同比下跌 0.4%。而质押式债券回购的月加权平均利率为 2.39%，

环比下跌 0.21%，同比下跌 0.52%。这就意味着市场利率在持续下降。 

二是当前央行数量工具还比较充足。11月，央行逆回购和 MLF是当前公开市场操

作的两大主力工具双双“哑火”，说明当前央行认为市场的流动性尚处于合理的区间。

同时，现阶段我国存款准备金率相对较高，降准仍有空间。因此，当前央行手上的数

量工具还比较充足，存在较大的操作空间。 

三是融资主体“缺位”。低利率并不必然会促发货币和信用创造，信用要扩张，

要有加杠杆的主体才行。过去的十多年里，我国的房地产销售和货币指标高度相关，

房地产周期启动，整个经济信用和货币创造的“机器”才开始运转。而房地产销售是

否好转，利率高低只是一方面，还要看房地产调控是否会放松。考虑到依靠房地产强

刺激拉动中国经济的时代可能已经终结，当降息发生时，融资主体处于“缺位”状态。 

四是货币政策传导不畅。我国金融市场当前融资难比融资贵的问题更突出。对于

银行来说，出于自身风险的考虑，并不愿意将钱贷给风险高的企业，而风险低的企业

又不缺钱，就导致需要钱的企业拿不到钱，不需要钱的企业银行拼命去放贷；对于企

业来说，融资难比融资贵的问题更突出，前提是企业根本拿不到钱，如果企业可以拿

到钱，即使是比较贵，相信还是有企业愿意去借，如果只是因为贵而不愿意借，那么

可以通过降低贷款基准来应对。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当前国内的经济形势下，降息的可能性并不高。同时，在

美元加息和缩表的国际金融环境影响下，降息将会直接对汇率产生冲击，进而加剧外

流。总之，无论是外部宏观环境还是内部经济形势都表明，当前我国并不存在较大的

降息空间，未来将可能通过降准的手段，确保市场的流动性处于合理的运行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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