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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宏观经济展望：增长方面，高库存压力使得房地产投资难有起色，基建投资

即便能加速也难以带动整体投资增速回升。四季度经济仍旧难改下行之势，

乐观的估计则是走平。通胀方面，受食品价格上涨影响，CPI仍将走高，年末

或至 2.8%，但近期猪肉价格涨势趋弱，有助于减小 CPI 上行压力。而由于全

球需求不振，产能过剩的局面短期内又无法改变，PPI通缩仍将持续。 

 货币政策前瞻：CPI上行引发全面的通胀预期导致食品、居住全面涨价的可能

性小，货币政策不会因负利率的出现而转向。PPI深陷通缩显示经济面临较大

下行压力，因此货币政策仍将保持宽松氛围。此外，人民币贬值以及外储减

少并不必然导致货币环境收紧。目前存款准备金率仍有大幅下调的空间，各

种资产端工具如逆回购、SLO、SLF、MLF、PSL 等都可用来对冲基础货币的减

少，央行有能力保持国内货币环境的平稳。 

 利率展望与策略：基本面及政策面仍对债市构成支撑，但由于收益率已经处

于绝对低位，市场做多动力不足。在此情形下，市场对于各种潜在利空将格

外敏感。若股市出现好转带来风险偏好回升，那么债市可能面临资金流出。

另外，目前机构普遍杠杆倍数较高，若出现更多信用事件而引发群体去杠杆，

那么利率债由于具备较好的流动性将首先遭到抛售。因此，对于四季度的债

券市场需保持谨慎，信用债可适度降低杠杆，利率债交易盘不宜追高，国债

期货可逢低短多，不宜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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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情回顾 

三季度债券市场因祸得福，股灾使得全社会风险偏好大幅降低，资金大量涌入债券

市场，推动收益率大幅下行。与二季度末相比，国债长端有 20bp 降幅，国开债降幅更

大；而短端在二季度已达较低水平，因此受益不多，国债短端甚至大幅上行。二季度过

于陡峭的收益率曲线得到修正，整体趋于平坦。 

 

 

图 1.1 国债关键期限收益率 图 1.2 国债利率期限结构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图 1.3 国开债关键期限收益率 图 1.4 国开债利率期限结构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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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四季度经济展望 

2.1 投资乏力致经济难脱疲态 

三季度经济下滑态势不减。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未企稳，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

降至 3.5%。虽然商品房销售仍在复苏的轨道上，但高库存压力使得开发商拿地积极性不

高，新开工以及施工也没有明显起色，从而难以带动投资上行。年内难以寄望房地产和

制造业投资出现起色，基建投资即便能加速也难以带动整体投资增速回升。因此经济仍

旧难改下行之势，乐观的估计则是走平。 

 

 

图 2.1.1 固定资产与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 图 2.1.2 商品房库存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图 2.1.3 房屋新开工与销售 图 2.1.4 土地购置与房屋施工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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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CPI 继续走高，PPI 通缩难解 

8月 CPI同比增速告别“1”时代，升至 2%。5月以来食品价格尤其是猪肉价格大幅

上涨带动 CPI环比超过历史平均水平，增大了今年的新涨价因素。若以历史均值模拟 CPI

未来走势，预计年末 CPI将逐渐走高至 2.8%左右，比年中展望时高出不少。但近期猪肉

价格涨势趋弱，或将减小 CPI 上行压力。 

    三季度受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响，PPI 通缩程度加深，反映购进价格的 PPIRM 则跌

幅更深。分工业类型来看，越贴近前端原料的产业通缩越严重，采掘工业 PPI降幅最大，

原材料次之，加工工业最轻。向前看，由于全球需求不振，而产能过剩的局面短期内又

无法改变，PPI通缩仍将持续。 

 

图 2.2.1 CPI 预期走势 图 2.2.2 食品价格与 CPI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图 2.2.3 PPI 与 PPIRM 图 2.2.4 PPI（分工业类型）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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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货币政策前瞻 

3.1 政策措施回顾 

二季度货币政策一度出现了扭转操作（降准投放长期流动性，正回购回收短期流动

性）的迹象，但三季度人民币贬值使得国内流动性局面骤然生变，货币政策不得不转向

更多投放，除逆回购、SLO 等短期救急手段外，亦通过降准释放长期流动性应对基础货

币减少带来的冲击。在政策呵护下，资金面基本稳定，并未出现太大波澜。 

表 3.1.1 2015 年货币政策动向 

日期 政策动向 

2015.1.16 央行增加信贷政策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 500 亿元 

2015.1.19 央行进行 200 亿 1 天 SLO（中标利率 2.63%） 

2015.1.21 央行进行 1600 亿 2-6 天 SLO（中标利率 3.66%） 

 

央行续作到期 2695 亿 MLF，并新增 500 亿（3M 3.5%） 

2015.2.5 全面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0.5%，此后多省区域性银行又获批定向降准 

2015.2.28 对称降息 0.25%，同时将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 1.2 倍调整为 1.3 倍 

2015.3.4 央行下调地方分支机构 SLF 利率，隔夜由 5%降为 4.5%，七天由 7%降为 5.5% 

2015.3.17 央行增量续作 5000 亿 MLF（3M 3.5%） 

2015.4.19 普降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 1%，并有针对性的实施定向降准 

2015.5.10 存贷款基准利率下调 0.25%，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 1.3  

 

倍扩大为 1.5 倍 

2015.5.13 财政部、央行、银监会联合发文，将地方债纳入抵押品框架 

2015.5.28 央行向部分机构进行定向正回购（7D、14D、28D，以市场利率定价） 

2015.6.2 1-5 月新增 PSL 2628 亿，目前利率为 3.1% 

2015.6.17 约 6700 亿 MLF 到期，央行未续作 

2015.6.26 1300 亿 MLF 到期，央行加量续作，本次 MLF 期限 6 个月，利率 3.35% 

2015.6.27 对称降息 0.25%，并对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 

2015.8.19 对 14 家金融机构开展 MLF共 1100 亿元，期限 6 个月，利率 3.35% 

2015.8.20 当周公开市场逆回购 2400亿 

2015.8.25 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5% 

 

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 0.25%，放开一年期以上（不含一年

期）定期存款的利率浮动上限 

2015.8.26 央行通过 6 天期 SLO 释放 1400 亿流动性，利率 2.3% 

2015.8.31 央行通过 6 天期 SLO 释放 1400 亿流动性，利率 2.35% 

数据来源：根据新闻整理 

 



 

 

利率季报  2015 年 9 月 28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6 

从政策效果来看，社会融资成本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表内信贷中，以票据融资利率

降幅最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也显著下降。而更加明显的是债券市场，当然这并不单纯

是货币宽松的结果，更大的推动因素是股灾后大量资金涌入债市所致。目前债券市场已

成为融资成本最低的市场，以至于利率水平能否覆盖信用风险逐渐成为市场担忧。但无

论如何，央行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目的是实现了。 

 

3.2 负利率是否构成困扰？ 

货币政策一向对于 CPI较为关注，市场也通常将 CPI作为衡量实际利率的参照指标。

目前 CPI同比增速已升至 2%，而经多次降息后 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降至 1.75%，虽然银

行普遍较基准利率有所上浮，但未来随着 CPI继续攀升，负利率无疑将更加明显，这是

否会成为货币政策继续宽松的阻碍？ 

 

 

图 3.1.1 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利率 图 3.1.2 Shibor 3M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图 3.1.3 表内信贷融资成本 图 3.1.4 A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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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CPI 与实际利率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对比此前历次利率周期，有两点不同需要注意。第一，负利率通常出现在加息周期，

因经济过热或者滞涨而产生，而本次负利率出现在经济下行的降息周期。第二，此前 CPI

与 PPI尽管升降幅度不同，但运行趋势基本一致，而近期二者分化加剧，裂口越来越大。

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当前不能简单使用 CPI 来衡量实际利率。PPI深陷通缩

显示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因此货币政策仍需保持宽松氛围。只要 CPI上行没有引发

全面的通胀预期导致食品、居住全面涨价，货币政策就没有转向的必要。事实上，我们

也认为这种可能性非常小。 

图 3.2.2 CPI 与 PPI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3.3 人民币贬值是否会导致货币环境收紧？ 

8月 11日人民币中间价改革触动了市场的贬值神经，随即而来的就是对于流动性的

担忧。由于购汇需求大增加上央行为维护汇率进行干预，外汇储备被大量消耗，理论上

这会缩减基础货币并进而造成流动性紧张。但央行果断采取公开市场操作、SLO 并降准

释放流动性，保持了资金面的平稳。因此外储减少并不必然导致货币环境收紧。目前存

款准备金率仍有大幅下调的空间，此外各种资产端工具如逆回购、SLO、SLF、MLF、PSL

等都可用来对冲基础货币的减少，可以说央行维护国内货币环境的主动权完全在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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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近年来随着外汇资产增速放缓，外汇在央行总资产中的比重已逐渐下降，未来

外汇资产大概率上将减少或维持低增长，如果央行要保持资产负债表规模，就不得不更

多的使用上述资产端工具，而目前央行已经这样做了。 

理论上，在本币贬值的背景下放松货币可能陷入“贬值→资本外流→货币宽松→贬

值”的陷阱。目前央行不断在外汇市场干预试图打消人民币贬值预期，以避免落入这一

恶性循环，但我们认为这难以阻止资本外流。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至今年 1季度，中

国存在 1.17万亿美元外债，其中约 7000亿将在 1年内到期，在国内资产收益率下降而

美国即将加息的情景下，这些外债没有理由展期，那么仅偿还外债就将令人民币面临巨

大压力。虽然中国拥有 3.5万亿美元外储，但可动用量是有限的，因此干预行为不具备

可持续性。我们认为利率、汇率二者之中必有一个需要调整，而央行对于国内货币环境

的维护将使汇率成为突破口。 

四、 行情研判与投资策略 

基本面及政策面仍对债市构成支撑，但由于收益率已经处于绝对低位，市场做多动

力不足。在此情形下，市场对于各种潜在利空将格外敏感。若股市出现好转带来风险偏

好回升，那么债市可能面临资金流出。另外，目前机构普遍杠杆倍数较高，若出现更多

信用事件而引发群体去杠杆，那么利率债由于具备较好的流动性将首先遭到抛售。因此，

对于四季度的债券市场需保持谨慎，信用债可适度降低杠杆，利率债交易盘不宜追高，

国债期货可逢低短多，不宜恋战。 

 

图 3.3.1 央行资产负债表：外汇与总资产增速 图 3.3.2 外汇与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占央行总资产比例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南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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