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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近5个月，2021年第二次降准来了。
人民银行12月6日公告称，为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中国人民银
行决定于2021年12月15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
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
金率的金融机构）。本次下调后，金融机构加权
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8.4%。

此次降准为全面降准，共计释放长期资金约
1.2万亿元。

核心提示

问:此次降准是否意味着稳健货币政策取向发
生改变？

答：稳健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变。此次降准
是货币政策常规操作，释放的一部分资金将被金
融机构用于归还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 （MLF），
还有一部分被金融机构用于补充长期资金，更好
满足市场主体需求。人民银行坚持正常货币政
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不
搞大水漫灌，为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问:此次降准的考虑是什么？
答：此次降准的目的是加强跨周期调节，优

化金融机构的资金结构，提升金融服务能力，更
好支持实体经济。一是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
同时，有效增加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长期稳
定资金来源，增强金融机构资金配置能力。二是
引导金融机构积极运用降准资金加大对实体经济
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三是此次降准降
低金融机构资金成本每年约150亿元，通过金融
机构传导可促进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

问:此次降准释放多少资金？
答：此次降准为全面降准，除已执行5%存款

准备金率的部分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外，对其他金
融机构普遍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同时
考虑到参加普惠金融定向降准考核的大多数金融
机构都达到了支农支小（含个体工商户）等考核
标准，政策目标已实现，有关金融机构统一执行
最优惠档存款准备金率，这样此次降准共计释放
长期资金约1.2万亿元。

央行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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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货币政策取向未变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降准的目的是
加强跨周期调节，优化金融机构的资金结构，提升
金融服务能力，更好支持实体经济。

一是，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有效增
加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长期稳定资金来源，增
强金融机构资金配置能力；二是，引导金融机构积
极运用降准资金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的支持力度；三是，此次降准降低金融机构资金成
本每年约150亿元，通过金融机构传导可促进降低社
会综合融资成本。

上述负责人强调，稳健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
变。此次降准是货币政策常规操作，释放的一部分
资金将被金融机构用于归还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
（MLF），还有一部分被金融机构用于补充长期资
金，更好满足市场主体需求。

人民银行在“官宣”降准时也表示，将继续实
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稳字当头，不搞大水漫
灌，兼顾内外平衡，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
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
匹配，加强跨周期调节，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
策衔接，支持中小企业、绿色发展、科技创新，为
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
融环境。

光大证券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认为，从稳
定房地产市场销售、护住中小企业基本面、保障民
生领域的角度出发，通过利率放松刺激总需求，防
止经济滑出合理区间，进一步缓释房地产市场风险
形成的衍生效应，仍有一定必要。

国盛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杨业伟表示，LPR
利率有可能会下调。“LPR利率需要相应调降来向实
体传导，实现融资成本下降。”

恒生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丹表示，如果第四季
度GDP增速不及预期，货币政策将会有所反应。如
果降息，更有可能释放出货币边际相对宽松的信
号，但幅度并不会太大。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兼大中华区经济研
究主管朱海斌认为，降息的可能性较小。首先，从
通胀情况上来看，明年CPI走势会向上；其次，预计
美国会在明年三季度开始加息，每个季度加25个基
点，之后其他国家包括新兴市场国家会相继加息。

今年7月初，央行实施全面降准，释放1万亿元
长期资金，有效增加了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长
期资金来源，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2018年以来金融机构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动情况 央行宣布全面降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