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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降准
送出8000亿元大红包

1 月 1 日，央行决定于 2020 年 1

月 6 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不含财务公司、金融租

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央行表

示，此次降准是全面降准，体现了逆

周期调节，释放长期资金约 8000 多

亿元，有效增加金融机构支持实体

经济的稳定资金来源，降低金融机

构支持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直接

支持实体经济。

这是央行 2019 年以来的第四次

降准。此前，2019 年 1 月份，央行宣

布全面降准 1 个百分点；2019 年 5 月

份，央行决定下调服务县域的农村商

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至农村

信用社档次。2019年9月份，央行宣

布全面降准0.5个百分点，定向降准1

个百分点。

目标受益者：小微、民营企业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降准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此次降准增加了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大银行要下沉

服务重心，中小银行要更加聚焦主责主业，都要积极

运用降准资金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

据悉，在此次全面降准中，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

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服务县域的农村商业银行、农

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和村镇银行等中小银行

获得长期资金1200多亿元，有利于增强立足当地、回

归本源的中小银行服务小微、民营企业的资金实力。

同时，此次降准降低银行资金成本每年约150亿

元，通过银行传导可降低社会融资实际成本，特别是

降低小微、民营企业融资成本。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此次降

准将使得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降低银行的资金成

本，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有望进一步下降，同时疏通货

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资金向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倾

斜，进而有助于稳增长。

间接受益者一：股市
从过往来看，降准往往会对股市构成利好。

受降准消息影响，1 月 2 日，2020 年首个交易日，

A股喜迎开门红。三大股指高开高走，沪指涨逾1%，

逼近 3100 点，创 8 个月新高；深成指和创业板指一度

涨逾2%，双双创18个月新高。

国泰君安证券认为，此次降准呵护资金面，助力

地方债发行，有利于经济企稳，并增强投资者信心，支

撑权益市场中枢向上抬升，股票市场延续春季躁动行

情概率大。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认为，

新年第一天降准，这会使市场对政策宽松的预期进一

步强化，将明显推升市场的风险偏好和做多情绪，资

本市场短期行情仍值得期待。

中信证券表示，2020 年，A 股盈利增速筑底后

将稳步回升。在宏观经济决胜、资本市场改革、企

业盈利回暖的大环境下，A 股有望迎来 2~3 年的“小

康牛”。

间接受益者二：楼市
“降准不是为了房地产，是为了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从历史上看，

只要降准，对于房地产来说肯定是利好，能缓解资金

面压力。降准肯定能够缓解房地产企业的资金压

力。另外，对于购房者按揭来说，也能够相对获得平

稳的信贷价格。

张大伟说，降准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给楼市喘

气，但难以避免楼市将有所获益。房地产不稳，经济

很难实现稳增长。降准带来的资金平稳有利于房地

产市场平稳。2020 年市场的确有再现企稳的小阳

春的可能性。不过，2020 年楼市走势主要看各地的

房地产信贷额度与人才政策力度。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从

当前情况看，房地产市场的金融环境有望进一步宽

松，尤其是在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按揭贷款等领

域，有助于带动更多银行贷款进入市场，对楼市的影

响较为积极。

严跃进表示，降准后市场上的流动性有所增加，

预计会使 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进一步下调，房贷

利率可能会走低，进而降低购房成本。至少可以刺激

1 月份的房地产成交，这个时候也要警惕价格等出现

上升的可能。

唐建伟表示，此次降准对房地产市场并无直接影

响。当然整体市场流动性宽松后，房地产行业的融资

环境或将有所改善。

展望：今年还会降准吗？
央行表示，此次降准与春节前的现金投放形成对

冲，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仍将保持基本稳定，保持灵

活适度，并非大水漫灌，体现了科学稳健把握货币政

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稳健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变。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此次全面降准坚

持稳健货币政策不变，通过释放低成本长期资金置换

短期高成本资金，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流动性

结构更加优化。

温彬认为，下阶段，全面降准仍有空间和必要，结

合定向降准，预计还有2~3次降准空间。

唐建伟指出，从央行对于政策工具使用更加科

学和稳健的角度预判，一季度降息的可能性比较

小。维持 2020 年央行将降准 2~3 次，每次 0.5 百分

点，全年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利率将下调 25~

30BP 的判断。

讲安全，保护人身财产安全和个人隐私
春节期间，无论旅游出行、购物，还是餐饮消费，都应注

意保护好人身财产安全。网络交易不要随意提供个人信

息，不要见码就扫，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不轻信“飞来横福”

和“中奖信息”。通过网络预订车票、门票等，要注意识别网

站真伪，拒绝“黄牛”购票，严防消费诈骗，警惕第三方平台

的默认搭售。参与冰雪项目，必须选择正规商家和安全的

活动场所,关注防护安全装置情况，适当购买保险，保留好

凭证。购买烟花爆竹应本着安全、环保为先，适量购买，安

全储运，遵守禁放限放规定。

买年货，选择正规商超
消费者购买年货，应到正规商场超市选购，注意生产日

期和保质期，线上购物要到正规电商平台，合理行使“七日

无理由退换货”的权利，购买商品做到货比三家，价比三家，

不轻信商家的宣传噱头和低价诱惑，促销商品详细了解促

销原因和促销规则，防止商家不予退换。防止商家非正常

砍单行为，保留好订单、聊天记录或截屏等相关证据。

订年夜饭，选好场地，明确细节
消费者预订年夜饭或在外就餐，应选择卫生健康部门

评定的卫生安全等级B级以上餐饮企业。最好对餐饮场所

实地考察，签订书面合同，明确消费细节，对菜品名称和实

际内容要做到心中有数。对于餐饮企业特殊约定的消费内

容要事先了解清楚并确认。在合同中应注明预付款项是

“定金”还是“订金”，保留购物凭证，确保维权有据。

去旅游，选准线路，严防低价陷阱
春节出游的消费者，要选择正规旅行社，选准出游线路，

签署旅游合同，严防低价诱惑，对旅游景点、食宿场所以及进

店购物等事项要在合同中明确，不轻信商家的各类宣传噱头，

避免上当受骗。选择民宿、自助的方式要事先与房主做好入

住的具体内容和细节的约定。如果消费者选择通过平台购买

旅游产品，一定要确认好平台应尽的义务，保留好订单、聊天

记录或截屏，防止因平台推卸责任的“甩锅”而蒙受损失。

选家政，首选正规企业，签署劳务协议
春节前夕，是家政服务“旺季”。消费者选择家政服务

时，要选择正规家政服务企业，并签署正规劳务服务协议

书，对履行期限、服务内容、服务费用和节日期间特定时间

段的费用等事项要明确约定。注意查看上门服务家政人员

健康证等证件。

看信誉，预付式消费要留神
近年来，预付式消费纠纷不断，商家跑路等问题频发。

消费者选择美容美发、健身、洗车等预付式消费时，应全面

考察企业信誉和经营状况，重点关注其他消费者的点评，对

卷款跑路问题频出的行业企业应当提高警惕。理性消费、

按需充值，切勿盲从，勿轻信超低折扣宣传，以免遭遇无良

商家卷款跑路。

爱老人，老年人消费防忽悠
自2020年1月起，保健食品警示用语在商品最小包装

物主要展示版面的占比不应小于其所在面积的20%。子女

给老年人购买保健品时要注意识别，谨记“保健品不能代替

药物治疗”，防范保健品夸大和虚假宣传。一些经营者往往

借年节以“感恩答谢”“回馈老客户”等名义，组织老年人免

费参观旅游并赠送鸡蛋、洗涤用品等小恩小惠，诱导老年人

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有的以微信朋友圈点赞等形式来做

宣传，说“买产品”或者是“集赞”可以参加所谓的低价国内

游、境外游等，诱骗老年人上当。

中消协七大提示
让你聪明消费过春节1月 6日，央行新年首次全面

降准正式落地。此次降准释放长

期资金约8000多亿元，如此大的

红包，谁会从中受益？□ 据中新社

新年首次全面降准落地
8000亿红包谁会受益？

2020年春节临近，中国消费者协会昨日发布春节消费

七大提示，做聪明消费者，过欢乐祥和年。 □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