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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出手——
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2023年9月11日，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
专题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近期外汇市
场形势和人民币汇率问题。外汇市场自律机制
相关指导司局、8家外汇市场自律机制核心成员
机构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认为，近期人民币对美元虽然有所贬
值，但对一篮子货币保持基本稳定，对非美主要
货币保持相对强势，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市场预
期总体平稳。随着国内稳经济、稳预期政策陆
续出台落地，物价（CPI）同比增速触底转正，进
出口数据好于预期，房地产政策效果逐步显现，
消费明显回暖，科技创新不断突破，经济高质量
发展持续推进，经济“进”的势能正在积聚，人民
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具有坚
实基础。

会议强调，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是金
融管理部门、外汇市场自律机制、外汇市场成
员、广大企业和居民的共同愿望。金融管理部
门有能力、有信心、有条件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
稳定，该出手时就出手，坚决对单边、顺周期行
为予以纠偏，坚决对扰乱市场秩序行为进行处
置，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外汇市场自律机
制要在金融管理部门指导下，持续引导企业和
金融机构树立“风险中性”理念，加强对自律机
制成员的行为监督和自律管理。外汇市场成员
要自觉维护市场稳定，有序开展做市自营交易，
坚决杜绝投机炒作、煽动客户等扰乱外汇市场
秩序的行为。企业和居民要坚持“风险
中性”，不盲从跟风，不赌单边，
不赌点位，维护好财产安全。

14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降准。
人民银行表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持续恢复，内生

动力持续增强，社会预期持续改善。为巩固经济回升向
好基础，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
2023年9月15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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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7.4%。

“此次降准处于经济回升接力的关键时刻。”招联首
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此次全面降准，是继3月全面降
准0.25个百分点之后，年内第二次实施降准。人民银行
在连出降息、优化房地产金融政策等大招后，年内二度
降准，体现了其笃定不移推动经济持续恢复、回升向好
的决心。

释放中长期流动性超5000亿元

受访专家均表示，此次降准有望进一步巩固实体经
济回升向好态势。据测算，人民银行9月再度降准，释
放中长期流动性超过5000亿元。“这是‘真金白银’注入
实惠，能有效激励金融机构增加对实体的资金投入，宏
观指标将呈现更多积极变化，经济稳步回升的可持续性
进一步提升。”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本次降准前瞻适度。”受访专家告诉记者，
降准步长仍为0.25个百分点，不包括已经适用
5%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释放了超过5000亿元
的中长期流动性，总量适度，既能缓解短期流动

性需求，又可在未来一段时期，持续补充信贷增长、现金
投放、第三方支付机构备付金补缴等中长期流动性需
求，体现了人民银行精准适度为银行补血，精心呵护市
场流动性的积极信号。

亦有专家预测，物价水平有望温和回升。“随着市场
信心恢复以及政策传导效应进一步显现，经济循环畅通
程度提升，近期通胀已出现积极变化，8月CPI同比由负
转正，PPI同比降幅也连续2个月收敛。”一位专家表示，
此次降准持续增强了金融支持扩大内需的后劲，有利于
进一步发挥好金融资源的先期带动作用，支持通胀指标
持续温和回升。

董希淼分析，综合来看，近期宏观政策组合拳果断
连续出手，财税、房地产、货币政策接连发力，市场预期
明显好转，但经济回升弹性仍有待增强，二度降准将继
续接力体现政策支持效应。

银行体系流动性延续合理充裕

对于为何选择此时降准，业内人士分析称，或是为
了有效平滑发债、缴税、考核等短期扰动因素。

“人民银行此次降准的具体时机把握精准，9月中
旬流动性面临地方债发行、税期高峰、监管考核等因素
影响明显加大。地方债发行已在提速，继8月发行1.2
万亿元后，9月还将发行超过1万亿元，金融机构认购
缴款抽离大量流动性。每月15日前后也通常是缴税
高峰，流动性压力会阶段性增大。”一位业内人士综合

多重因素分析。
此外，有银行人士表示，9月还是季末月份，流动性

指标等监管考核也会使金融机构流动性需求上升。多
因素叠加后，市场短期资金供求变动加大，人民银行正
是在统筹权衡好中长期流动性供给的同时，选择流动性
需求最为亟须的时点，及时出招，呵护市场。

货币信贷有望平稳较快增长

在本次降准前，信贷增长8月超预期好转，1-8月新
增贷款再创新高，金融对实体支持力度不减，也在很大
程度上反映了市场情绪回暖。

董希淼认为，8月金融数据超预期回升，表明信贷
需求得到有效激发，经济企稳回升态势不断稳固，但
目前仍然面临不少挑战。“当前信贷需求现回稳态势，
人民银行此次降准，可提前做好年内布局，为金融机
构提供中长期资金支持，继续有效满足金融机构加大
对亟需领域资金投放的流动性需求，在稳住货币信贷
总量的同时，稳住实体需求，更好促进经济金融良性
循环。”他如是分析。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降准后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仍
保持基本稳定，没有大水漫灌。业内专家预计，今年两次
降息、两次降准的政策效果还将脉冲式持续释
放，人民银行精准有力实施好稳健货币政策的
信心、决心和能力进一步得到体现，货币信贷有
望平稳较快增长。 据金融时报微信公众号

9 月 11 日中午，离岸人民币
兑 美 元 连 续 收 复 7.33、7.32、
7.31、7.30关口，日内涨幅超700
点；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涨近1%，
日内涨超700点。随后两日继续
拉升，3天涨超900点。

业内专家表示，8月宏观政策
密集出台，有效提振了市场信心，
当月贷款增速总体平稳、边际回
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持
续加大。

——未来走势——
人民币汇率走弱概率不大

展望人民币汇率未来走势，多位专家表示，
人民币汇率短期内仍面临一定的外部压力，或
继续处于磨底阶段。长期看，人民币汇率进一
步走弱的概率不大。

短期看，人民币汇率仍然面临内外压
力。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分析，一方
面，近期多项稳经济政策举措逐步落地，但
政策的效果仍需时间验证。另一方面，美国
经济韧性或可在年内保持，经济明显走弱或
在明年开始显现。“在这样的背景下，预计美
元指数仍在高位宽幅震荡，短期内人民币汇
率或仍面临外部压力。”

中金公司外汇专家李刘阳表示，经济数据
出现企稳迹象，内生增长动能的进一步积累或
有待稳增长政策的落地生效，政策底有望进一
步过渡至经济底，经济增长前景带给人民币汇
率的拖累作用或边际减轻，随着愈来愈多的经
济数据边际向好的态势或更加明显，人民币汇

率能从国内经济增长修复预期
中得到更多支撑。

据中国贸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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