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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终结结停停摆摆 央央行行重重启启公公开开市市场场操操作作

S05

在连续暂停12日之后，市
场流动性趋紧，1月10日，央行
重启公开市场操作，开展600亿
元7天期、600亿元14天期逆回
购交易，完全对冲当日到期的
1200亿元逆回购。

自2017年12月21日以来，
央行逆回购到期持续资金净回
笼，累计净回笼规模已达1 . 06
万亿元。央行此次公开市场操
作停摆为半年以来持续时间
最长的一次。事实上，1月 9
日，央行公告称，目前银行体
系流动性总量吸收央行逆回
购到期等因素后处于适中水
平。总量表述由此前的较高
水平变为适中水平，这被市
场解读为即将投放流动性的
一个信号。

机构交易员表示，流动
性到期压力是推动央行重启
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因素。随
着央行持续净回笼的累积效应
显现，银行体系流动性逐渐回
归中性。考虑到年初财政库款
往往增加较快、后续还有不少
央行流动性工具到期，本轮以
对冲上年末财政库款大额投放
为主要目的的公开市场“削峰”
操作已完成任务，公开市场操
作重启完全符合预期。

在央行连续“关闸”后，市
场资金面紧势渐起。1月9日，上
海 银 行 间 同 业 拆 借 利 率

( S h i b o r )多数下跌，但隔夜
Shibor和7天期Shibor开始上
涨。1月10日，Shibor多数上涨。
隔夜品种大涨11 . 4个基点，报
2 . 643%；7天期Shibor涨3 . 2个
基点，报2 . 776%；14天期Shibor
涨0 . 8个基点，报3 . 706%。

展望1月整体流动性，刨除
首周到期资金，共有10995亿元
资金到期，包含了800亿元3个
月期国库定存和2895亿元中期
借贷便利(MLF)。MLF分两次
到期，首笔1825亿元在1月13日
到期，第二笔1070亿元在1月24
日到期。

1月中旬后，缴税和春节临
近可能会再次扰动市场流动
性。市场人士指出，特别是在监
管趋严环境下，金融机构资金
过桥作用被削弱，银行和非银
机构、大银行和小银行的流动
性分层可能进一步加剧，往后
资金面又会回归偏紧局面。

不过，央行对春节流动性
已提前做好了安排。2017年12月
29日，央行发布公告称，为满足
春节前商业银行因现金大量投
放而产生的临时流动性需求，央
行决定建立“临时准备金动用安
排”(以下简称“安排”)。当现金
投放中占比较高的全国性商业
银行在春节期间存在临时流动
性缺口时，可临时使用不超过两
个百分点的法定存款准备金，使

用期限为30天。
联讯证券董事总经理、首

席宏观研究员李奇霖表示，此
次安排主要目的在于帮助银行
应对春节期间缴税、补缴准备
金以及现金提取带来的流动性
损失，是暂时性举措。他指出，
这与2017年春节“TLF+定向降

准”组合相比，此次力度更大，
但可能主要是考虑到今年的超
储率较低，银行面临的流动性
缺口可能也更大，货币政策防
风险的基调并没有发生改变。

中 信 建 投 证 券 报 告 认
为，年初资金面宽松并不意
味着货币政策放松，临时准

备金动用期限较短，在一季
度经济有韧性、通胀上行背景
下，央行货币投放可能仍然有
限，并且在美联储加息背景下，
央行一季度上调逆回购利率的
可能性仍然较大，货币政策仍
将回归紧平衡。(来源：北京商
报)

业业界界呼呼吁吁消消费费贷贷款款业业务务类类企企业业纳纳入入统统一一监监管管

1月10日，在第三届中国
消费金融高层论坛上，清华
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
心发布了《2017年中国消费
市场研究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报告》从合规方面
建议应对从事消费信贷的消
费金融公司、小贷公司、P2P
等各类消费金融机构纳入统
一监管体系，加强监管体系
的整合。

根据《报告》对中国消费
金融市场的主体评估显示，
现阶段大量市场参与主体的
跑步进入导致行业规范度急
剧下降、行业风险陡增。而目
前从事消费贷款的机构类型
较多，不同监管机构由于其
行业背景、组织形式、专业程
度、执法成本等的不同，监管
检查程度、政策尺度、查处惩
罚力度也都不尽相同。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切
客观上造成了持不同牌照的
放贷机构所处的监管环境不
同，各类机构之间竞争存在
着不平等。更重要的是，由于
监管体制的不统一，容易造
成监管的漏洞和“灰色地
带”。诸如“恶意欺诈”、“过度
消费”、“高利贷”等负面词
汇，困扰着行业的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
融所研究员王刚同样认为，
金融消费市场处于一个大浪
淘沙的初期阶段，要建立相
对统一的监管标准，从现有
的高收益、高风险的模式积

极转变为适度风险、适度收
益的模式。

而2017年12月，互联网
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出台的《规范整
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向
建立统一监管体系迈进了一
步。《报告》建议统一的监管
体系，既需要全面、权威，以
减少“灰色地带”出现的几
率，又要足够的概括、灵活，
留出包容、鼓励创新的空间。
最终实现所有从事消费贷款
类业务的企业接受统一部
门、统一监管的标准，同时让

消费者享受到相同标准的保
护。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
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红领表
示，正是由于创新，才使中国
消费金融有了长足的发展，
要制定一些规则来进行管
理，规避系统性金融风险的
产生。

对于实现各类消费金融
业务统一监管的难点，网贷
之家研究院院长于百程认
为，因为中国的监管体系主
要是机构监管，跟传统金融
机构和新型的互联网金融机

构监管方不同，消费贷款业
务主要行为都发生在互联网
上，小额分散，涉及主体多。
贷款业务创新性强、机构多、
发展迅速，所以在全国统一
标准的征信、信息共享等基
础设施还不充分的背景下，
统一监管的手段相对缺乏，
有效性不足。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
究员石大龙也表示，实际上，
目前消费金融业务的统一监
管已经在进行过程中。(来
源：北京商报)

我国公募基金资产净值破11
万亿元！昨日，众禄研究中心发布
基金2017年报，截至2017年12月
31日，市场上共有4691只公募基
金，资产净值116379 . 27亿元。其
中，股票型基金751只，资产净值
7266 . 21亿元；债券型基金1184
只，资产净值15610 . 46亿元；货
币市场基金 3 9 5只，资产净值
71458 . 71亿元，创历史新高。

2017年主动股票型基金平均
上涨15 . 85%，指数型基金净值平
均上涨12 . 24%，混合型基金平均
上涨10 . 00%。

主动股票型基金中净值上涨
的基金占比约84%，收益率分布
在64 . 97%和-28 . 09%之间。整体
来看，消费类的涨幅普遍较大，沪
港深类基金有98%涨幅。本期涨
幅前三的基金为易方达消费、国
泰互联网+和景顺长城新兴成
长，分别涨64 . 97%、61 . 95%和
56 . 28%。跌幅较大的为华商未来
主题，本期跌25 . 09%，金元顺安
价值增长混合，跌25 . 13%，中邮
战略新兴，跌28 . 09%。

货币市场基金平均七日年化
收益率为3 . 81%，平均七日年化
收益最高的为易方达现金B,平均
七日年化4 . 70%，最低的为德邦
现金宝A,平均七日年化2 . 04%。

2018年普通投资者该如何下
手？众禄研究中心表示，偏股型基
金方面，投资者可以积极投资。采
取“主动+行业”的两翼策略，投
资选股能力强、团队实力强的基
金公司旗下的优秀基金。QDII基
金方面，可选择投资龙头股的美
股基金或美股指数基金。(来源：
广州日报)

报告显示：

货货基基净净值值
突突破破77万万亿亿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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