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霜降遇“双降”,央行再降息降准 

◎ 转载 

 

据新华社电消息，中国人民银行 23日决定，自 2015年 10月 24日起，下调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以进一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并自同日起，

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5个百分点，以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

裕。 

 

央行决定，自 24日起，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 0.25 个百分点至

4.35%；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 0.25 个百分点至 1.5%；其他各档次贷款及存

款基准利率、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相应调整；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保持不变。 

 

同时央行表示，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

限，并抓紧完善利率的市场化形成和调控机制，加强央行对利率体系的调控和监

督指导，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央行还自同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5个百分点，以保持

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同时，为加大金融支持

“三农”和小微企业的正向激励，对符合标准的金融机构额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0.5个百分点。 

 

解读央行货币政策“组合拳” 

23日晚，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各 0.25个百分点、降低存

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并同时宣布放开存款利率上限。这是继今年 8 月 25

日之后两个月内央行第二次打出“双降”组合拳。专家表示，央行此次政策出台

体现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综合考量，有利于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创造良

好环境。 

 

 

 



 

为稳增长创造良好货币环境 

“此次降低存贷款基准利率，主要是根据整体物价的变化，保持合理的实际

利率水平，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央行有关

负责人表示。 

进入 2015 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三季度 GDP 从一、二季度的

7%回落至 6.9%。“我国 PPI连续 43个月负增长，创下历史新低，有必要释放流

动性，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另一方面 CPI 同比上涨 1.6%，物价整体水平较低，

为基准利率下调打开了通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表

示。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较为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仍在

调整分化，复苏动力不足。从国内看，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爬坡过坎”

关键阶段。今年以来，长期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增速明显放缓。前三季度，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 10.3%，增速比上半年和去年同期分别回落 1.1个和

5.8个百分点。“实体经济挑战仍然比较严峻。双降是为稳增长创造良好的货币

环境，保证市场的流动性合理充裕，有助于进一步引导金融机构降低实体经济融

资成本，对于缓解经济下行，改善企业经营状况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社科

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表示。 

 

促进更多资金投向实体经济薄弱环节 

值得关注的是，人民银行调整优化了定向降准的标准。与以往通常额外降低

农村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不同，此次央行宣布“对符合标准的金融机构额外

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0.5个百分点”。 

专家表示，这加大了对金融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的正向激励，体现了稳

增长与调结构的有机结合。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调整后的定向降准标准主要考虑了金融机构符合宏观

审慎经营的情况、“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增量及存量占比的情况，也综合考虑

了“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总量等情况，有利于引导金融机构调整优化信贷结构，

加大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促进更多资金投向实体经济薄弱环节。 

 

 



 

放开存款利率上限 

在“双降”的同时，央行宣布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

款利率浮动上限。“存款利率放开是金融改革最难啃的骨头之一。放开存款利率

上限意味着我国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金融市场主体可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自主协

商确定各类金融产品定价。”徐洪才表示。 

央行强调，取消对利率浮动的行政限制后，并不意味着央行不再对利率进行

管理，只是利率调控会更加倚重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和传导机制。为保证实现

货币政策调控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目标，人民银行还将采取综合措施，引导金融机

构科学合理定价，维护公平定价秩序。(编辑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