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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琪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
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
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
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风险底线”。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党的二
十大报告辅导读本》中发表文章《建设现代中
央银行制度》。易纲在文中表示，建设现代中
央银行制度，要围绕党的二十大确立的金融改
革发展稳定任务，做好多项工作。其中之一是

“完善货币政策体系，维护币值稳定和经济增
长”。易纲提到，要“健全货币政策调控机制。
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和货币供应调控机制，
强化流动性、资本和利率约束的长效机制。发

挥货币政策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精准加大
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
度”。

多位分析人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健全货币政策调控机制，发挥货币
政策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将有效提升货币政
策传导效率，充分发挥其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
作用，稳定宏观经济运行，持续推动经济结构
转型升级，促进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
数量调控机制

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机制逐步向市
场化、精准化方向转型。例如，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改革，运用市场化改革办法推动降

低贷款实际利率；针对特定支持领域，设立了
普惠养老、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物流运输、
设备更新等方面的专项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
政策工具，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实现精准滴
灌。

对于“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和货币供应
调控机制，强化流动性、资本和利率约束的长
效机制”的表述，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
青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重点是
强调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数量调控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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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实现币值稳定目标。

就“基础货币投放机制”而言，现阶段已由
前期主要通过外汇占款投放，转向通过中期借
贷便利（MLF）等货币政策工具投放，基础货币
投放的可控性明显增强。同时，各类结构性货

币政策政策工具也会发挥一定的基础货币投
放辅助作用。

王青预计，未来基础货币仍将主要通过央
行各类货币政策工具投放。在存款准备金率
下调至合理水平后，基础货币投放在调控货币
供应量总体水平中的作用将进一步上升。

就“货币供应调控机制”来说，目前主要通
过对银行信贷的投放来实现。近年来，央行持
续缓解银行信贷供给的流动性、资本和利率三
大约束。比如，以永续债为突破口推动银行多
渠道补资本，缓解资本约束。 (下转A2版)

健全货币政策调控机制 发挥好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

本报记者 杜雨萌 包兴安

11月7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进一步
完善政策环境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推动民间投资项
目加快实施、鼓励民间投资以多种方式盘活
存量资产、加强民间投资融资支持等六个方
面提出了 21条具体措施，包括“支持民间投
资参与 102项重大工程等项目建设”、“深化

‘放管服’改革”、“支持民间投资项目参与基
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
点”等。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意见》提
出 21项具体措施，责任主体明确，针对性很
强。这不仅会在短期内改善民间投资预期，
尽快推动民间投资增速回稳向上，而且一些
具体措施还将产生长期效应，改善经济潜在

增长动力。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梁斯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一半以
上，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稳定整体投资、有
效扩大就业的重要支撑力量，也是反映经济
活跃度的重要参考指标，对稳增长、稳投资意
义重大。

鼓励民间投资
参与盘活存量资产

《意见》提出，支持民间投资参与 102项
重大工程等项目建设。根据“十四五”规划
102项重大工程、国家重大战略等明确的重
点建设任务，选择具备一定收益水平、条件相
对成熟的项目，多种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参
与。支持民营企业参与铁路、高速公路、港口
码头及相关站场、服务设施建设。鼓励民营

企业加大太阳能发电、风电、生物质发电、储
能等节能降碳领域投资力度。

王青认为，四季度扩投资仍是推动经济
回稳向上的重要支撑点。在基建投资已明显
提速的背景下，推动制造业投资保持较高增
长水平，是保持整体投资增速稳定上扬的关
键所在。而在制造业投资中，民间投资占比
约为七成。由此可以看出，当前支持民间投
资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较高。

同时，《意见》明确，鼓励民间投资以多种
方式盘活存量资产。具体来看，《意见》提出，

“在发行基础设施REITs时，对各类所有制企
业一视同仁，加快推出民间投资具体项目，形
成示范效应，增强民营企业参与信心。积极
做好政策解读和宣传引导，提升民营企业参
与基础设施REITs试点的积极性，拿出优质
项目参与试点，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实现轻
资产运营，增强再投资能力。” （下转A2版）

国家发改委六方面21条举措支持民间投资发展
专家称这对稳增长稳投资意义重大

阎 岳

10月中下旬以来，为了平抑市场波动，众多
金融机构通过不同方式提振A股市场信心。从
11月份以来的市场表现看，这些行为在增强市
场韧性和强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首先，银证保等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质
效显著提升，上市公司感受到直接融资和间接
融资带来的便利。

在稳定市场层面，银证保等金融机构除了
及时发声外，其业绩表现也能向市场传递温
暖。从A股上市银行三季报来看，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的质效显著提升。这可以从两方面进行
观察：一是贷款投向更加精准。制造业中长期
贷款、设备更新改造专项贷款、普惠小微与绿色
低碳贷款等成为银行放贷产品的主结构，实现
了对符合国家政策导向领域的全覆盖。在具体
行业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商业银行贷款
的主投方向，比如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
药等。二是贷款利率持续下行。央行数据显
示，今年1月份至9月份，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
平均利率为4.24%，比上年同期下降0.29个百分
点。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实现稳中有降。

在间接融资实现质效提升的同时，直接融
资的规模也在不断提升。我们可以从一个侧
面来观察：今年前三季度，A股上市券商IPO承
销金额同比增长31.2%，股权融资承销金额同
比增长6%，增速由负转正。直接融资的增速由
此可见一斑。

上市公司作为各行业各领域中的佼佼者，
在享受到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便利的同时，其
不断增强的成长性也成为 A 股市场稳定性的
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金融机构使用市场化手段提振市场
信心，拉近了机构、市场和投资者之间的距离。

10月中下旬以来，“基于对中国资本市场
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信心”，各路投资机构纷
纷动用真金白银推出自购计划，获得市场各方

“点赞”：这一方面显示了机构对主动投资管理
能力的信心，向投资者释放强烈的信号，将通
过专业能力回报投资者；另一方面也是机构向
市场各方表明一个态度，对A股市场发展前景
充满信心。

投资机构的自购计划，增强了机构、市场
和投资者之间的黏性，在互信方面也有一定程
度的提升。

第三，金融机构紧跟改革趋势推出契合发
展导向的权益类产品，为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
投资者提供定向投资标的。

11月4日晚，证监会公布《个人养老金投资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当
日，14只养老目标持有期FOF集中获批。现在市
场上养老目标基金总规模已经超过900亿元，其
稳健的业绩表现符合个人养老金的投资需求。

未来更多贴近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的权
益类产品将不断面世，在给市场带来增量资金
的同时，也将为投资者提供多元化的投资选
择。最新的一个动态是，首只跟踪中证碳中和
60指数的ETF已经正式获批，成为投资者布局

“碳中和”主题的投资工具。
在今年4月下旬证监会召开机构投资者座

谈会之后，各金融机构进一步采取措施积极拓
展参与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将维护市场稳
定发展作为重要职责。我们相信，未来金融机
构将会用更多实际行动向市场注入稳定预期，
以促进A股市场健康发展。

金融机构多方面发力
持续提振A股市场信心

本报记者 刘 琪

11月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外汇
局”）公布2022年10月末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截
至10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524亿美元，
较9月末上升235亿美元，升幅为0.77%。

外汇局指出，10月份，受主要国家货币政
策预期、宏观经济数据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
小幅下跌，全球金融资产价格涨跌互现。汇率
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
汇储备规模上升。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外汇储备规模回
升受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
作用产生的正估值效应影响。货币方面，10月
份，美元指数下跌0.5%。非美元货币中，欧元

上涨0.8%，英镑上涨2.69%，日元下跌2.74%。
资产方面，主要国家金融资产价格涨跌互现，
以美元标价的已对冲全球债券指数下跌0.3%，
标普500股票指数上涨8%，欧元区斯托克50指
数上涨9.0%，日经225指数上涨6.4%。

此外，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郑后成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贸易顺差也对10月份我国
外汇储备形成支撑。

据海关总署11月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0
月份，按美元计价，我国贸易顺差851.5亿美元。

外汇局指出，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
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将继
续支持外汇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定。

温彬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
因素增多，特别是欧美国家持续加息引发全
球需求回落，经济增长乏力，国际金融市场波

动加大。不过，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不会改变，10月份我国货物贸易顺差持续保
持高位，经常账户和直接投资等国际收支基
础性顺差继续在跨境资金流动中发挥稳定性
作用，有利于支持外汇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
定。

“展望后市，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和国际环
境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
体货币政策仍将持续调整，美元指数仍有可能
在较高水平波动，诸多因素都会对国际资本和
跨境资金流动带来溢出效应。”仲量联行大中
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总监庞溟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长期来看，考虑到我国经济持
续恢复向好，预计人民币汇率将继续在合理均
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将
继续保持总体稳定。

10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小幅上升为30524亿美元
业界预计未来规模继续保持总体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