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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花样”不断，

恰恰说明楼市调控越来

越精细化。在因城施策

的背景下，各地有的放

矢，实行差异化调控政

策，有利于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助力中小企业和困难行业恢复，应对全球供需错配影响——

货币政策下一步该如何发力
本报记者 陈果静

本版编辑 孟 飞 郎竞宁 美 编 王子萱

8月 19日，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一辆辆新

能源汽车源源不断驶出生产线，销售到全国各地。此前，宏光MINIEV连续多个月稳居中国

新能源汽车市场销售冠军。

俞方平摄（中经视觉）

近日，楼市调控新闻频频登

上热搜。包括北京发文遏制“假

离婚”购房，湖南岳阳推出房价

“限跌令”，广东东莞将法拍房纳

入限购范围……有声音认为，地

方政府明确划定涨跌幅底线，破

坏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应有作

用，属于过度干预楼市的越界

行为。

这 种 论 调 ， 显 然 站 不 住

脚。实际上，房价暴涨暴跌会

让房地产行业动荡，进而引发

风险。一旦房价泡沫破裂，资

产大幅缩水，都会拖累上下游产

业，甚至引发局部金融风险。无

论是从全局还是从个人投资者

看，稳定健康发展的房地产业

才是最好的。

进一步说，政策“花样”不

断，恰恰说明楼市调控越来越精

细化。在因城施策的背景下，各

地有的放矢，实行差异化调控政

策，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比如，“限跌令”与“限

涨令”相得益彰，既对房价暴涨

进行遏制，又对非理性暴跌进行限制，从而实现稳楼市的

目标。

楼市调控政策密集出台，也在警示消费者，幻想通过炒

房实现资产增值，并不是一条前景光明的康庄大道。长期以

来，楼市调控的重点往往是遏制房价过快上涨，“限跌令”的

推出，则是部分城市楼市转向的信号。当前，房地产市场分

化趋势已经形成，一二线城市重点地段热度不减，而部分三

四线城市库存高企，房价变化也出现了冷热不均的趋势。即

便在同一城市，不同区域也出现内部分化，有涨有跌已成

常态。

仍需看到，当前房地产市场仍然存在乱象和风险。部分

地区经营贷违规入市，导致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一些炒房

客仍在蠢蠢欲动，借机浑水摸鱼；个别城市学区房热度不

减，市场炒作行为屡禁不止；也有开发商定价虚高，利用打

折套路忽悠消费者……“限价令”“限跌令”等调控政策的实

施，可以倒逼开发商在价格制定的时候更加谨慎，有利于购

房者稳定预期，更加准确把握市场价格变化，对房价作出客

观理性判断。

房地产市场关系重大。一方面，关系到国计民生，影响千

家万户的基本生活保障。另一方面，其健康发展对国民经济平

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事关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质量的优化，

还影响金融体系稳定。从这个角度看，房地产市场不是一般的

市场，也不可能靠一种手段进行调节。

当然，反对的声音也有其价值，至少可以提醒地方政府，

出台政策需慎之又慎，既要科学决策，也要因势利导。要促进

住房实际需求的平稳释放，避免误伤刚需购房群体。同时，也

要对政策的出发点、实施细则、预期效果等作出详细说明，让

市场各方能够充分理解。唯有如此，好政策才能被理解，好政

策才能有好效果。

在上半年“成绩单”出炉后，货币政策接

下来怎么走，围绕哪些重点发力，这是近一

段时间市场关注的焦点。近期，中国人民银

行发布的《2021 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

执行报告》点出了下一步货币政策发力的关

键点。

确保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在上半年实际贷款利率稳中有降的背

景下，有人担忧，下半年利率是否还有进

一步下行的空间？

“企业贷款利率还有下行空间。”东方

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在二季度

MLF 利率和 1 年期 LPR 报价保持不变的背

景下，主要贷款利率能够有所下行，主要

有两个原因：一是二季度货币市场利率整

体下行，银行边际资金成本下降；二是金

融监管部门督促银行将政策红利传导至实

体经济。

统计显示，今年前 6 个月，贷款加权

平均利率为 5.07%，较上年同期下降 0.07

个百分点，较上年全年下降 0.08 个百分

点。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企业贷款利

率降幅更大。前 6 个月企业贷款加权平均

利率为 4.63%，较上年同期下降 0.16 个百

分点，较上年全年下降 0.09 个百分点，实

体经济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报告认为，从宏观上看，我国利率总

体处于合理水平，为经济平稳运行和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利率环境。与国际相

比较，目前我国利率水平虽比主要发达经

济体略高一些，但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

济体中相对较低。从向企业发放贷款的实

际利率水平看，中美两国主要商业银行基

本相当。央行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第一

季度，美国四家主要商业银行 （花旗、美

银、富国、摩根大通） 贷款平均利率约为

4.03%；我国四家主要商业银行 （工、农、

中、建） 贷款平均利率约为4.04%。

下一步，央行在报告中表示，将健全

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完善央行政

策利率体系，持续释放 LPR 改革潜力，畅

通贷款利率传导渠道，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结构，巩固好前期贷款利率下行成果。同

时，优化存款利率监管，保持银行负债端

成本基本稳定，并督促银行将政策红利传

导至实体经济，推动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

降低，确保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

有降。

具体来看，王青预计，7 月央行全面

降准后，直接为银行节约资金成本约 130

亿元，在此背景下，受到银行资金成本下

降的累积效应影响，1 年期 LPR 报价仍有

小幅下调的可能，进而带动企业实际贷款

利率进一步降低。

密切关注价格走势变动

央行在报告中再次以专栏的形式讨论

了货币与通胀的关系问题。这是继一季度

以来，央行年内再度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中重点谈论通胀问题，回应市场关切。

此前，央行已多次在货币政策执行报

告中阐述通胀与货币的关系，分析通胀产

生的原因。如 《2003 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

政策执行报告》 以专栏形式谈及“物价与

货币政策”；《2010 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

策执行报告》 以专栏形式讨论“通货膨胀

与货币”等。

最新数据显示，7月我国 PPI同比增速

达 9%，PPI与 CPI“剪刀差”达到 8个百分

点，为有数据以来的新高，这引发了市场

对通胀的担忧。为回应市场关切，央行在

报告中强调，PPI 虽然阶段性走高，但总

的看通胀压力可控，不存在长期通胀或通

缩的基础。我国 PPI 走高大概率是阶段性

的，短期内可能维持相对高位，随着基数

效应消退和全球生产供给恢复，未来 PPI

有望趋于回落。

招商证券宏观分析师罗云峰指出，央

行在报告中通过分析此轮全球通胀产生的

原因，意在强调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速自去

年5月起就领先其他大型经济体逐步回归

正常，不具备推升物价的货币条

件，因此我国通胀压力整体可

控。今年 6月末我国 M2增

速为8.6%，与疫情前

基 本 相 当 ， 与

名义经济增速

基本匹配，从

宏观上稳住了

物价。

“全球供需

错配仍然存在，

通胀上升会否

持 续 尚 待 观 察 。”

报告指出，疫情期间主

要发达经济体实施超宽松货

币政策，流动性极度充裕，货币大

幅增长，同时全球经济复苏表现出需求

回暖阶段性快于供给恢复，芯片持续短缺、

运费屡创新高，给大宗商品和耐用品价格带

来较大上涨压力，全球通胀水平短期上升已

成事实，但通胀会否持续下去还有较大分

歧，需密切关注。

坚持货币政策以我为主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关注美联储接下

来可能提前缩减量化宽松和加息，在此背

景下，未来我国货币政策走向如何？

王青认为，央行在报告中强调，增强

宏观政策自主性，这意味着下半年即使美

联储启动“收水”，也不会带动国内货币政

策随之收紧。在全球货币政策转向的背景

下，考虑到国内外经济、物价形势存在较

大差异，国内货币政策将突出自主性。

央行在报告中强调，将统筹今明两年

宏观政策衔接，保持货币政策稳定性，增

强前瞻性、有效性，坚决不搞“大水漫

灌”，继续聚焦支持实体经济，助力中小企

业和困难行业持续恢复，保持经济运行在

合理区间。

这意味着我国货币政策不会大幅收

紧，也不会走向“大水漫灌”。王青认为，

货币政策仍将保持稳健中性基调，并非转

向全面宽松。在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后，降

准属于常规流动性操作。降准的同时不降

息，意味着货币政策仍将保持稳健中性

基调。

“货币政策保持自主性的一个重要前提

就是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王青强

调。2020 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呈现双向波

动态势。对此，央行在报告中指出，人民

币汇率双向波动是国内外经济形势、国际

收支状况及国内外外汇市场变化共同作用

的结果，合理反映了外汇市场供求变化，

发挥了调节国际收支和宏观经济自动稳定

器作用，促进了内外部均衡，扩大了我国

自主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空间。未来人民

币汇率双向波动也将是常态，人民币既可

能升值，也可能贬值，没有任何人可以准

确预测汇率走势。

下一步，央行在报告中强调，要继续

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

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合理

使用货币政策工具，加强跨境融资宏观审

慎管理，通过多种方式合理引导预期，引

导企业和金融机构树立“风险中性”理

念，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

基本稳定。

近来，有消息称，羊肉价格大跌、养羊亏损，实

际情况到底如何？

“今年春节过后，羊肉及活羊价格都有所回

落，但下跌幅度未超过 10%，总体仍处于历史同期

最高水平。”农业农村部肉羊监测预警首席专家、

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肖海峰说。

先看羊肉价格。农业农村部全国 500 个县集

贸市场畜禽产品和饲料价格定点监测数据显示，

全国羊肉均价自 2021 年第 7 周（采集日为 2 月 17

日）的 88.05 元/公斤开始下跌，至 2021 年第 32 周

（采集日为 8 月 11 日）为 82.00 元/公斤，累计下跌

6.87%，但同比仍上涨3%。

再看活羊价格。农业农村部全国 100 个养羊

大县监测数据显示，山羊出栏价格从 3月份开始下

跌，7 月份均价为 43.62 元/公斤，较 3 月份的 44.90

元/公斤下降了 2.85%，但同比仍上涨 4.41%。绵羊

出栏价格从 4 月份开始下跌，7 月份均价为 32.49

元/公斤，较 4 月份的 35.44 元/公斤下降了 8.32%，

但同比仍上涨1.53%。

肖海峰告诉记者，自 2016 年 10 月份至今，我

国羊肉价格虽然每年都有季节性波动，但整体

上呈现上涨态势。2016 年 10 月均价为 54.27 元/

公斤，到 2021 年 2 月份已涨到 87.15 元/公斤，涨

幅达 60.58%。

专家表示，虽然同比上涨，但环比下跌，原因

可从供给、消费两方面分析。

从供给看，国内养殖和进口增量都较大。自

2017年下半年以来，市场行情好，养殖户养羊积

极性高涨，肉羊养殖数量增加。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羊肉产量为 210 万吨，同

比增长 6.8%。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进

口羊肉 24.3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 18.1%。此

外，因天热肉羊生长较慢、羊价看跌，部分养殖

户提早出栏。

从消费看，季节消费、替代消费都有下降。按

照往年规律，进入夏季，由于气温较高，羊肉消费

量会出现季节性下降。据测算，猪肉价格下降1%，

羊肉需求将下降 0.246%，今年由于猪肉价格大幅

下跌，消费者更多选择消费猪肉，替代了一部分羊

肉消费需求。

虽然羊肉价格变化不明显，但养羊收益发生

了一些变化。

数据显示，受活羊价格下降影响，7 月份标准

体重 45 公斤出栏绵羊每只平均纯收入为 590 元，

较本年度最高点 4 月份的 680 元下降了 13.2%，但

同比仍上涨 3.21%。7 月份 30 公斤标准体重每只

出栏山羊平均纯收入为 713 元，较本年度最高点 5

月份的743元下降了4%，但同比仍上涨5.03%。

分不同养殖模式看，绵羊自繁自育户平均每

只出栏纯收入由 4 月份的 894 元/只下降到 7 月份

的 833 元/只，下降了 6.82%；绵羊专业育肥户平均

每只出栏纯收入由 4 月份的 466 元/只下降到 7 月

份的346元/只，下降了25.8%。

肖海峰认为，目前养羊效益确实有所下滑，特

别是绵羊专业育肥效益下滑幅度较大，原因主要

有三个，一是当时购进羔羊价格较高，在 1100元左

右；二是由于玉米价格上涨导致育肥成本较高；三

是前一段行情好，养殖户为多赚钱而养大羊，但大

羊比正常体重羊出栏价格每公斤低11元左右。

为何绵羊出栏价格下降幅度更大？肖海峰告

诉记者，近年来我国绵羊、山羊养殖数量发生了较

大变化。2010年我国绵羊、山羊存栏量各有 1.4亿

只，到 2020年，绵羊存栏增加到 1.7亿只，山羊存栏

减少到 1.3 亿只。此消彼长的原因是 2011 年我国

实行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实行禁牧、草蓄平衡

等措施，山羊因不太适合舍饲养殖，存栏数量逐年

下降。

接下来，羊肉价格和养羊效益会有什么变

化？肖海峰表示，下半年羊肉消费逐渐进入旺季，

特别是随着中秋、国庆及元旦的到来，羊肉消费需

求将会继续增加。肉羊出栏也将逐渐进入旺季。

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今年 1月份至 3月份累

计新生羔羊较去年同期增长 4.19%，这些羊大部分

会在年内出栏，预计今年可能是 2017 年以来羊肉

供应增加幅度最大的一年。预计下半年羊肉价

格、肉羊出栏价格将有所回升，但不可能恢复到年

初的高水平。从养殖效益上看，年内肉羊养殖效

益虽然比不上年初，但不会有太大变化。

羊肉大跌？养羊亏损？并非如此
本报记者 黄俊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