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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位老人独自来到农行凤台县支行营业室办理业务。
由于老人年纪很大了，手脚都颤颤巍巍的，大堂经理连忙上前

询问他办理什么业务。老人面露难色，连忙把手里的身份证和一
张其他行办理的社保卡递了过来，又指了指自己，这时大堂经理才
意识到对方是位聋哑人，于是拿出网点的聋哑客户服务爱心卡，与
老人进行文字和手势交流，经过大堂经理反复多次的耐心询问，才
明白这位老人是想要更换三代社保卡，于是大堂经理优先将其搀
扶至社保卡窗口，并帮其完成了社保卡的更换业务，老人最终满意
而归。 本报通讯员报道

手势交流 暖心服务
更换业务 满意而归

“总量要够”“结构要准”“着力支持扩大内需”……进入2023年，人民银行
陆续释放货币政策施策的新信号。专家预计，2023年降准、降息仍有空间，总
量与结构性工具将协同发力，支持恢复和扩大消费、重点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
建设，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解决好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问题，支持房地产市场、
互联网平台企业健康发展，推进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敢用劲 力度够
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离不开金融的有力支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有

力”这一施策方向在当下更为明确。“货币政策力度要够，保持流动性合理充
裕，保持广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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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

“有力”意味着货币政策的工具箱将开得更大。
流动性供应将更具“温度”。2022年12月，人民银行为促进流动性平稳跨

年开展了大额、高频流动性投放，在充分满足金融机构资金需求的同时，也缓
解了金融市场对货币政策调整的担忧。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及研
究部总监庞溟认为，央行流动性投放将继续保持精准、灵活、高效、科学，保障
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不减、效能不降。

降准、降息在保持普惠的同时将突出“精度”。不少机构预计，2023年降准
降息的概率依旧存在，而针对房地产领域的“定向降息”将持续推进。招商银
行研究院认为，稳增长、稳就业是当前实施货币政策的首要考量，人民银行或
于2023年上半年进一步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降低实体经济融资
成本。1年期和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或延续非对称下调态势，
以更好促进中长期信贷增长和房地产市场企稳修复。

此外，货币政策有力的很重要体现是信贷投放有力。随着稳经济一揽子
政策和接续措施落地见效，重点基建项目、小微民营企业等领域的信贷支持力
度明显增强。在央行最新发布的2022年12月金融数据中，企业中长期贷款表
现不俗，新增12110亿元，为历年同期最高。

“有了建行的雪中送炭，我们的资金压力缓解了，现在计划扩大产能，安装
昭通第一条米线生产流水线。”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苏萍米线厂法定代表人苏
文萍成功申请支用建行贷款后说道。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苏萍米线厂是昭通
一家老字号的米线生产商，受疫情影响，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建行云南昭通环
南支行立即着手为客户解决困难，通过“商户云贷”，并运用线上+线下相结合
为客户授信100万元，彻底缓解米线厂融资压力，有效降低客户融资成本。

专家认为，2023年，货币调控将做好“数量+价格”“总量+结构”“流动性+
信贷”几种加法，政策力度会继续强化，组合效应将充分释放，有力巩固经济恢
复发展基础。

巧用劲 工具活
加大向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促进互联网平台企业健康发展、努力促进房

地产与金融正常循环……加大对特定领域的信贷和债券融资支持，提升货币
政策精准度，或成为2023年货币政策调控的一大看点和亮点。

在工具运用上，让人期待的不只是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结构性货币政
策工具将扮演货币政策“精准”发力的重要载体。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
鹏飞表示，“精准”表明货币政策将发挥其结构性引导作用，通过结构性政策工
具引导信贷资金更多流向普惠小微、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
节。

对于如何更好运用金融“活水”支持民营经济，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
会主席郭树清在近日的采访中给出了答案。他表示，货币政策将加大向民营
企业的倾斜力度，保持信贷总量有效增长，推动降低综合融资成本。加大对服
务行业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信贷和保险保障力度。丰富民营企业融资渠
道，支持其通过发行股票债券获取更多金融资源。促进互联网平台企业健康
发展。

近期嘉实京东仓储物流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成功获批，代表着
首个大型平台企业“绿灯”投资案例落地，向市场释放出政策层面支持平台经

济的鲜明信号。关于平台企业，郭树清强调，后续将实行常态化监管，鼓励平
台企业合规经营，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从金融“16条”措施出台，到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延期扩容，到房地产股
权融资松绑，再到首套房贷利率动态调整机制建立……近一段时间，纾困和支
持房地产的政策接二连三，从供需两侧释放出更加积极的政策信号。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住房大数据项目组组长邹琳华认为，2023年
还会有更多举措研究出台，以进一步提振房地产市场信心。“除有效落实以‘三
支箭’为代表的房企金融支持政策外，政策‘工具箱’在放宽购房条件、降低首
付比例、下调居民房贷利率方面还有较大空间。”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
青说。

善用劲 效果好
“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2023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纲举目张做好工作，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这一背景下，支
持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潜力成为2023年实施货币政策的重点任务。

郭树清说，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有力，就需要聚焦在扩大有效需求和深化
供给侧改革上来。2022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强调，着力扩大国
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此前，人民银行明确，2023年将加大金融对国内需求和供给体系的支持力
度。充分发挥货币信贷政策工具功能，有力支持恢复和扩大消费、重点基础设
施和符合国家发展规划重大项目建设。

金融如何支持扩大国内需求？
郭树清指出，将当期总收入最大可能地转化为消费和投资，是经济快速恢

复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金融服务大有可为。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分析，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将从两个方

面入手：一是稳定居民就业、提高收入水平，这需要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
并推出配套的社会政策；二是针对重点消费领域，围绕重点客户需求，在新市
民服务、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方面加快产品和服务创新，加大金
融资源倾斜力度。

进一步看，在稳定和扩大消费方面，专家分析，金融部门将支持平台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保障电商、快递网络畅通。落实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
房需求的政策。推进保交楼专项借款尽快全面落到项目，激励商业银行新发
放保交楼贷款，加快项目建设和交付。努力改善房地产行业资产负债状况，促
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业界期待，2023年，货币政策念好精准
有力这个“四字诀”，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大力提振市场信心，充分发挥货
币信贷政策效能，把握好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统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与防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来源：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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