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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声处听惊雷 
——宏观经济研究专题报告 

 

投资摘要： 

我们认为 2001 年后我国经历了 2 轮完整的金融周期，每轮时间跨度为 10 年左右，

目前正处于第三轮金融周期的正常期。通过回顾每轮金融周期不同阶段的大类资产

价格，我们发现在每轮金融周期的高涨期内，债券表现最差，但权益类资产和房地

产表现也未能匹配信用扩张速度。随后在正常期低谷前，债券将迎来牛市，而权益

类资产和房地产将走弱。跨过正常期的低谷，权益类资产将迎来触底后的反弹，且

反弹幅度大于房地产，而债券则开始进行调整。 

 

一、金融周期的划分 

我们选择季度 M2/GDP 作为表征变量，并利用 HP 滤波器（参数设定为 1600）得

到波动项，以此作为金融周期的振幅。根据波动项与其标准差的大小关系可以将金

融周期划分为高涨期、正常期和衰退期。 

 第一轮：2001 年 3 月-2009 年 6 月。高涨期位于 2001 年 3 月-2004 年 9 月，

正常期位于 2004 年 12 月-2006 年 6 月，衰退期位于 2006 年 9 月-2009 年 6

月。 

 第二轮：2009 年 9 月-2019 年 12 月。高涨期位于 2009 年 9 月-2010 年 12

月，正常期位于 2011 年 3 月-2017 年 6 月，衰退期位于 2017 年 9 月-2019 年

12 月。 

 第三轮：2020 年 3 月至今。高涨期位于 2020 年 3 月-2021 年 3 月，正常期自

2021 年 6 月至今。 

 

二、是谁在推动金融周期 

为了明晰我国各轮金融周期的推动力量，我们将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

部门的杠杆率进行了比较。利用类似的处理方法，我们提取了三大部门杠杆率的波

动项。 

 高涨期三大部门共同扩张。从振幅大小来看，在金融周期的高涨期和衰退期，

我们往往能观察到三大部门杠杆率相对于趋势的同步扩张。如 2001 年 3 月-

2004 年 9 月、2009 年 9 月-2010 年 12 月。 

 正常期、衰退期三大部门角色分化。在正常期和衰退期，三大部门杠杆率振幅

方向并不一致。在 2006 年 6 月-2009 年 9 月的衰退期，金融危机的冲击大大缩

短了该阶段的持续时间，政府承担了关键的逆周期调节任务，在金融周期中逆

流而上。在 2011 年 3 月-2017 年 6 月的正常期，政府同样承担了稳增长的职

能，振幅方向与居民和非金融企业部门背离。在 2021 年 6 月至今的正常期，

居民部门加杠杆的意愿大幅走弱，与企业和政府部门形成了显著的差异。 

 居民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振幅逐步减弱，政府部门杠杆率振幅保持稳定。

2001 年 3 月至今，每轮金融周期中居民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振幅有逐渐衰

减的趋势，而政府部门杠杆率振幅则保持相对稳定，反映出居民和非金融企业

部门推动金融周期继续扩张的意愿和能力近年来逐步减弱。 

 

三、金融周期中的 GDP 增速 

 金融周期波动项与 GDP 增速中枢基本匹配。在过去两轮金融周期的高涨期，

GDP 增速也随之冲高。正常期 GDP 增速则随金融周期振幅回落而向下调整。

衰退期则通常伴随着 GDP 增速的走低。 

 振幅领先 GDP 增速。从位置来看，金融周期波峰和波谷通常领先 GDP 增速 2-

4 个季度。 

 

四、 金融周期中的资产价格 

我们考察了过去两轮金融周期中各个阶段的资产价格，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

选择以下指标分别表征不同大类资产价格走势： 

 权益类资产——万得全 A 

 固收类资产——10 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 

 房地产——商品房销售均价 

通过回顾截至到目前的三轮金融周期，我们发现在每轮金融周期的高涨期内，债

券表现最差，但权益类资产和房地产表现也未能匹配信用扩张速度。随后在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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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低谷前，债券将迎来牛市，而权益类资产和房地产将走弱。跨过正常期的低

谷，权益类资产将迎来触底后的反弹，且反弹幅度大于房地产，而债券则开始进

行调整。 

 

风险提示：居民扩表意愿弱于预期、企业扩产意愿不及预期、海外需求收缩幅度超

预期、政策风险、周期划分误差、参数选择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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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心观点 

我们认为 2001 年后我国经历了 2 轮完整的金融周期，每轮时间跨度为 10 年左右，

目前正处于第 3 轮金融周期的正常期。通过回顾每轮金融周期不同阶段的大类资产

价格，我们发现在每轮金融周期的高涨期内，债券表现最差，但权益类资产和房地

产表现也未能匹配信用扩张速度。随后在正常期低谷前，债券将迎来牛市，而权益

类资产和房地产将走弱。跨过正常期的低谷，权益类资产将迎来触底后的反弹，且

反弹幅度大于房地产，而债券则开始进行调整。 

2. 金融周期的划分 

金融周期指的是全社会的融资规模随时间和经济的规律性变动。金融周期的划分对

于判断各个阶段内资产价格和经济增速的规律十分关键。我们采用人民银行的工作

论文《金融周期和金融波动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陈雨露，马勇，阮卓

阳，2016 年第 5 号）中对金融周期的判定方法对 2001 年以来我国经历的金融周期

进行划分。 

图1：金融周期的一般形态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金融周期和金融波动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申港证券研究所 

M2/GDP 是划分金融周期的标志变量。作者在《金融周期和金融波动如何影响经济

增长与金融稳定？》中指出，私人部门信贷/GDP 通常被用来作为一国金融周期的

表征变量，但基于 M2/GDP 的结果同样成立。因此我们选择季度 M2/GDP 作为表

征变量，并利用 HP 滤波器（参数设定为 1600）得到波动项，以此作为金融周期的

振幅。经滤波器处理后，2001-2022 年 M2/GDP 围绕趋势呈现了较为明显的周期性

波动（图 2）。 

图2：2001-2022 年 M2/GDP 波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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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进一步的，为了消除干扰信号、更清晰地展现金融周期的波峰和波谷，我们将波动

项数据进行 4 个季度的移动平均处理，结果更加直观（图 3）。 

图3：2001-2022 年 M2/GDP 波动项 4 季度移动平均（%）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一个金融周期一般分为高涨期、正常期和衰退期。根据波动项与其标准差的大小关

系可以对金融周期的波峰和波谷进行标识，大于 1 个标准差的部分即为波峰，小于

-1 个标准差的即为波谷，波峰与波谷之间通常还会出现一个低谷和一个矮峰（高度

一般位于±1 个标准差内）。由上一个波谷到波峰的区间为金融周期的高涨期，而波

峰与矮峰之间定义为正常期，由矮峰到波谷的区间定义为衰退期。根据以上定义，

2001 年后我国经历了两轮完整的金融周期，目前正处于第三轮金融周期的正常期

（图 4）。 

 第一轮：2001 年 3 月-2009 年 6 月。高涨期位于 2001 年 3 月-2004 年 9 月，正

常期位于 2004 年 12 月-2006 年 6 月，衰退期位于 2006 年 9 月-2009 年 6 月。 

 第二轮：2009 年 9 月-2019 年 12 月。高涨期位于 2009 年 9 月-2010 年 12 月，

正常期位于 2011 年 3 月-2017 年 6 月，衰退期位于 2017 年 9 月-2019 年 12 月。

本轮金融周期在正常期内，2015 年 9 月-2017 年 6 月矮峰振幅突破了 1 一个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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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差的界限，成为了一个“类高涨期”。 

 第三轮：2020 年 3 月至今。高涨期位于 2020 年 3 月-2021 年 3 月，正常期自

2021 年 6 月至今。 

图4：2001-2022 年 M2/GDP 波动项 4 季度移动平均（%）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3. 我国金融周期回顾 

3.1 金融周期背后的原因 

金融周期的表现是信贷相对于 GDP 的周期性扩张和收缩。从本质上讲，金融周期

是货币非中性的延伸。新古典主义认为货币是中性的，是蒙在实体经济上的一层纱。

而金融危机后，信贷和货币规模的潮涨涨落能够影响实体经济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

接受。 

政府部门的调节和市场参与者的预期是影响金融周期的重要因素。 

 当实体经济部门对未来预期较为积极时，其信贷扩张意愿较强，如果当时融资环

境也较为宽松，通常来说信贷相对于 GDP 将呈现快速增长。此时实体经济回报

率高，强劲的资金需求将导致资金成本快速上行，甚至超过实体回报率，金融周

期进入高涨期。 

 “一个部门的资产是另一个部门的债务”，在信贷快速扩张的同时，部门的债务

（杠杆率）也在快速积累，当资金成本超出实体回报率较多时，信贷开始收缩。

而货币派生也可能导致资产价格的泡沫或者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

通常会收紧融资条件，由此带来信贷增速的回落以及宏观杠杆率的下降，金融周

期退出高涨期，经历正常期后开始逐步衰退。 

3.2 是谁在推动金融周期 

你方唱罢我登场，三大部门在金融周期中轮番上阵。为了明晰我国各轮金融周期的

推动力量，我们将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进行了比较。利

用类似的处理方法，我们提取了三大部门杠杆率的波动项。由于非金融企业部门的

杠杆率常年高于居民和政府部门，为使其可比，我们计算波动项与趋势项比例以进

高涨期 

正

常

期 衰退期 

高

涨

期 
正常期 衰退期 

高

涨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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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部门间的比较。两轮金融周期中各阶段的推动力量如图 5 所示。 

 高涨期三大部门共同扩张。从振幅大小来看，在金融周期的高涨期和衰退期，我

们往往能观察到三大部门杠杆率相对于趋势的同步扩张。如 2001 年 3 月-2004

年 9 月、2009 年 9 月-2010 年 12 月。 

 正常期、衰退期三大部门角色分化。在正常期和衰退期，三大部门杠杆率振幅方

向并不一致。在 2006 年 6 月-2009 年 9 月的衰退期，金融危机的冲击大大缩短

了该阶段的持续时间，政府承担了关键的逆周期调节任务，在金融周期中逆流而

上。在 2011 年 3 月-2017 年 6 月的正常期，政府同样承担了稳增长的职能，振

幅方向与居民和非金融企业部门背离。在 2021 年 6 月至今的正常期，居民部门

加杠杆的意愿大幅走弱，与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形成了显著的差异。 

 居民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振幅逐步减弱，政府部门杠杆率振幅保持稳定。

2001 年 3 月至今，每轮金融周期中居民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振幅有逐渐衰

减的趋势，而政府部门杠杆率振幅则保持相对稳定，反映出居民和非金融企业部

门推动金融周期继续扩张的意愿和能力近年来逐步减弱。 

 

图5：2001-2022 年三大部门杠杆率波动项/趋势项 4 季度移动平均（%）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3.3 金融周期中的 GDP 增速 

金融周期波动项与 GDP 增速中枢基本匹配。在过去两轮金融周期的高涨期，GDP

增速也随之冲高。正常期 GDP 增速则随金融周期振幅回落而向下调整。衰退期则

通常伴随着 GDP 增速的走低（图 6）。 

振幅领先 GDP 增速。从位置来看，金融周期波峰和波谷通常领先 GDP 增速 2-4 个

季度。以第 1 轮、第 2 轮金融周期为例： 

 2003 年 12 月金融周期振幅达到波峰，GDP 增速于 2004 年 6 月见顶（2 个季

度）。 

 2005 年 6 月金融周期振幅达到正常期低谷，GDP 增速于 2005 年 9 月触底（1

个季度）。 

高涨期 

正

常

期 衰退期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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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正常期 衰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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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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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6 月金融周期振幅达到矮峰峰值，GDP 增速于 2007 年 9 月见顶（5 个

季度）。 

 2008 年 9 月金融周期振幅达到波谷，GDP 增速于 2009 年 6 月触底（3 个季度）。 

 2010 年 6 月金融周期振幅达到波谷，GDP 增速于 2011 年 6 月见顶（4 个季度）。 

 2011 年 12 月金融周期振幅达到正常期低谷，GDP 增速于 2012 年 9 月触底（3

个季度）。 

图6：2001-2022 年 GDP 现价增速与 M2/GDP 波动项 4 季度移动平均（%）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3.4 金融周期中的资产价格 

金融周期的波动会影响资产价格。我们考察了过去两轮金融周期中各个阶段的资产

价格走势，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选择以下指标分别表征不同大类资产价格走势： 

 权益类资产——万得全 A 

 固收类资产——10 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 

 房地产——商品房销售均价 

通过回顾截至到目前的 3 轮金融周期，我们发现在每轮金融周期的高涨期内，债券

表现最差，但权益类资产和房地产表现也未能匹配信用扩张速度。随后在低谷前的

正常期，债券将迎来牛市，而权益类资产和房地产将走弱。跨过正常期的低谷，权

益类资产将迎来触底后的反弹，且反弹幅度大于房地产，而债券则开始进行调整（表

1）。 

表1：2001-2023 年万得全 A、商品房销售均价和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涨跌幅（元/平米） 

周期 阶段 时间跨度 万得全 A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 商品房销售均价 

第一轮 高涨期 2001 年 3 月-2004 年 9 月 -45%  +191bps 30% 

正常期（谷前） 2004 年 12 月-2005 年 6 月 -25%  -147bps 4% 

正常期 2005 年 9 月-2006 年 6 月 68%  -49bps 14% 

衰退期 2006 年 9 月-2009 年 6 月 131%  +8bps 34% 

第二轮 高涨期 2009 年 9 月-2010 年 12 月 9%  +64bp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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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 阶段 时间跨度 万得全 A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 商品房销售均价 

正常期（谷前） 2011 年 3 月-2012 年 3 月 -20%  -38bps 17% 

正常期 2012 年 6 月-2017 年 6 月 99%   +7bps 42% 

衰退期 2017 年 9 月-2019 年 12 月 -1%  -43bps 17% 

第三轮 高涨期 2020 年 3 月-2021 年 3 月 22%  +5bps 13% 

正常期（谷前） 2021 年 6 月-2022 年 3 月 -3%  -40bps -10% 

正常期（未完） 2022 年 6 月至今 1%  +6bps 10% 

说明：万得全 A、商品房销售均价为区间内涨跌幅，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较区间起点变动。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高涨期 M2 相对快速扩张导致权益类资产估值压力过大。在金融周期的高涨期，权

益类资产表现不佳（表 1），我们认为是估值压力过大导致的。 

 根据 DDM，股价可以表示为未来现金流的折现，即分子（盈利）/分母（利率）。

一般来说，企业盈利与经济体的 GDP 正相关，而实体融资需求旺盛将导致资金

价格（利率）走高。因此当 M2 正向偏离 GDP 趋势较多，即 M2/GDP 的波动项

较大时，相对于分子端的企业盈利预期，分母端估值压力更大，因此导致了股价

的下行压力。 

 在实体融资需求旺盛、资金价格走高时，债券收益率也同步上升，带来权益类资

产和债券类资产的“双熊”。 

正常期以低谷为分界，债券股市轮流演绎。 

 越过高峰经济预期向下调整+实体资金需求回落带来债券牛市。越过高涨期的顶

峰后，融资需求与经济增速同步回落。在这个阶段中资金价格的压力得到了边际

缓解，市场参与者同步下调经济增速预期，债券收益率下降，价格走高。 

 正常期经济企稳后卸下估值压力权益类资产触底回升。经过正常期的调整后，企

业未来盈利预期得到边际修复，叠加估值压力仍处于低位，权益类资产迎来行情。 

3.5 第一轮：2001 年 3 月-2009 年 6 月 

3.5.1 高涨期：2001 年 3 月-2004 年 9 月 

亚洲金融危机叠加非典冲击使政府部门杠杆率开始抬升。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给我国外贸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1998-1999 年出口金额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

为有效缓解经济下行压力，1998 年开始中央将财政主基调由“适度从紧”调整为

“积极”，以基建等逆周期政策熨平经济波动，赤字率在这一阶段出现了明显了抬升

（图 7）。在各项政策的保驾护航下，我国经济开始逐步摆脱金融危机的阴霾，重拾

增长动力。 

图7：1997-2022 年出口金额增速与赤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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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外部事件频发强化积极财政的必要性。世纪之交，洪涝灾害和升级为国际公共卫生

紧急事件的非典给我国经济运行再添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

必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1998 年我国长江、嫩江、松花江等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全国共有 29 个省、市、

地区遭受了洪涝灾害的影响，受灾人口突破两亿，直接经济损失突破千亿元。 

 2002 年底我国广东爆发了非典肺炎，并迅速向全国扩散，短期内客运、旅游、住

宿餐饮、零售等行业受到较大冲击。 

进入全球市场带动我国 GDP 增速中枢抬升，三部门同时进行信用扩张。2001 年末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为后 10 年的经济增长带来了重要驱动力。依托比较优势，我

国的国际贸易规模迅速扩张，出口金额常年保持高增速（图 7）；外商直接投资规模

不断扩大，国际收支常年保持“双顺差”。在外需的带动下，国内企业扩产动力强。

外汇占款被动扩大了我国的基础货币，融资环境趋于宽松，房地产业迎来了快速发

展时期，房价在 2004、2005 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图 8、图 9）。在这段时期，

三部门信用同时扩张，我国进入了第一轮金融周期的高涨期。 

图8：1998-22 年中长期贷款基准利率和外汇占款同比（%）  图9：1998-22 年商品房销售单价和同比（元/平米，%）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3.5.2 正常期：2004 年 12 月-2006 年 6 月 

宏观调控转向抑制国内经济过热。高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得了合意的结果，我国

经济摆脱了前期的内外负担开始进入高速增长通道。在居民、非金融企业、政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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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四个“部门”同步带动下，我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迹象，国内三大部门杠杆率

均快速上行（图 10）。在这种情况下，国内财政政策由“积极”转为“稳健”，赤字

率也开始下降。 

图10：2001-2009 年居民、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杠杆率（%）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3.5.3 衰退期：2006 年 9 月-2009 年 6 月 

政策力度持续转弱，各部门主动降杠杆。在 2005 年财政政策的基调转向后，中央

随后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进行降杠杆，包括降低或取消部分钢材产品的出口

退税率、对部分“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开征或调高出口关税。 

 伴生高涨期的除了较高的杠杆率还有快速上升的房价、物价。CPI 当月同比在

2007 年下半年快速抬升。为配合稳健的财政政策，央行在 2006-2007 年间 13 次

上调大型存款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图 11）。 

图11：1998-2023 年大型存款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说明：央行于 2010年 11月连续两次上调大型存款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图中仅显示了第二次。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外需持续强劲助 GDP 增速保持高位，杠杆率被动下降。在第一轮金融周期的衰退

期内 GDP 仍然保持了非常强劲的增长动力，在衰退期内的 12 个季度中，仅有最后

2 个季度名义 GDP 增速低于 10%，其中 2007 年 3 月-2008 年 6 月 6 个季度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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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增速超过 20%。在国内三大部门收缩信用的同时，海外需求却保持强劲，出

口金额同比保持高位（图 7），在 GDP 中的占比也迅速走高，有效地对冲了“降杠

杆”带来地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在海外部门的助力下，我国在衰退期“降杠杆”

的同时还保持了较高的 GDP 增速，扩总量、调结构同时兼得。 

图12：2001-2009 年居民、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杠杆率（%）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衰退后期外部冲击频发，叠加经济危机影响，经济开始显露疲态。2008 年我国经

历了多灾多难的一年，汶川地震、南方雪灾给全年经济运行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与

此同时，美国次贷危机逐渐发酵，海外的金融收缩造成了外需的大幅减弱。2008 年

我国出口金额增速较上一年显著下滑，2009 年同比负增长，出口金额在 GDP 中的

占比也明显下降。2009 年 1 季度名义 GDP 增速录得 6.6%，增速环比下滑了 6.1

个百分点，海外“加杠杆”的红利开始褪去，经济运行特征匹配金融周期的衰退阶

段。 

3.6 第二轮：2009 年 9 月-2019 年 12 月 

3.6.1 高涨期：2009 年 9 月-2010 年 12 月 

应对金融危机进行的主动扩张。进入第二轮金融周期，为对冲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

施加的压力，财政政策由“稳健”转向“积极”。2009 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未

来两年内中央拟新增投资 1.2 万亿，带动社会、地方政府投资总计 4 万亿，重点投

向基建、灾后重建和保障房建设。同时提高补贴和转移支付力度，推进减税政策落

地，为中小企业减负。在各项政策的压力下，2009 年赤字率也较 2008 年出现了明

显上升（图 6）。结合宽松的货币政策，新一轮的金融周期开始启动。 

 为配合财政政策发力，央行于 2008 年 10 月、12 月连续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至

15.5%，中断了此前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稳健货币政策（图 11）。 

经济强势复苏，但非金融企业、政府部门杠杆率迅速走高引发担忧。在财政和货币

政策的双重刺激下，名义 GDP 增速于 2009 年 4 季度迅速企稳回升。4 季度当季名

义 GDP 增速再次突破 10%（图 5），前期各项稳增长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经济

增速于金融周期的高涨阶段相匹配。但在此过程中，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杠杆

率开始迅速走高（图 13）。 

 前期资金主要投向基建项目，因此地方融资平台承担了大部分的债务压力。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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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国企的特殊性质，隐形的债务压力传递至地方城府，成为“隐债”。 

 地产投资快速增长，带动房价向上大幅波动，进而刺激了居民的住房需求，导致

居民部门杠杆率在这一时期同步上升，但斜率小于非金融企业部门。 

图13：2008-2019 年居民、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杠杆率（%）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3.6.2 正常期：2011 年 3 月-2017 年 6 月 

政策目标逐步由危机后短期稳增长向调结构过度。在前期政策的有效刺激下，我国

经济迅速企稳回升，但先前的大规模投资造成了地方政府债务快速扩张和企业生产

过剩的问题。经济增长压力得到逐步缓解之后，宏观政策的重心由总量转移到结构

上来。 

 2010-2013年间，一系列针对地方融资平台和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管文件相继出台，

要求清理地方融资平台、规范融资渠道。 

 针对高涨期房价的大幅上涨，2011 年初国务院开始部署全国范围内的房地产调

控工作 

2010 年后信用扩张的速度趋缓，由此我国进入了第二轮金融周期中的正常期。该

阶段持续了 6 年，其一大特点是在 2016 年形成的矮峰振幅超过了波动项的 1 个标

准差，但我们仍把它归到第二轮信用周期中。 

财政政策维持积极，发力点逐步移至收入端。2013 年后，财政政策的发力点逐步

由支出端转移至收入端，即以大力减费降税为手段，为居民和企业部门减负，并将

支出端发力点由基建向民生倾斜。同时平衡好财政收入和支出，侧重效率和结构。 

地方债务整顿与稳增长压力重启信用扩张。2014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

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开启了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整顿的序幕。同时这一

阶段我国 GDP 增速中枢显著下移，增长压力显现，政府希望通过先期的规范治理

为后续基建投资做好铺垫。 

 依据 2015 年实施的新《预算法》、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央明确了地方

政府举债的方式，同时发行政府债券，对地方存量债务进行置换，包括“隐形”

债务。因此在 2015 年，政府部门杠杆率波动项出现了向上的异常振幅（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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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规范了地方政府的举债方式后，PPP 等创新业务模式被开发出来，承担起了撬

动信贷支持地方政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并在 2016 年前后快速发展，推

动正常期的矮峰振幅超出波动项标准差（图 6）。 

3.6.3 衰退期：2017 年 9 月-2019 年 12 月 

供给侧改革和 PPP 模式的强监管结束本轮金融周期。针对前期大规模投资造成的

产能过剩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的现状，2015 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

2016 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即“三去一降一补”，标志着本轮金融周期的衰退阶段正式开启。由于 PPP 模式在

实际操作中仍存在“明股实债”的不规范现象，2017 年针对 PPP 模式的强监管正

式落地，对信贷的撬动开始显著弱化。 

 2017 年 5 月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严

禁政府以担保、回购等形式扩展“隐形”债务。2018 年资管新规的实施进一步限

制了理财产品的多层嵌套，使“明股实债”无处遁形。 

3.7 第三轮：2020 年 3 月至今 

3.7.1 高涨期：2020 年 3 月-2021 年 3 月 

财政发力对冲外部冲击，预期修复企业扩产动力足。2020 年初的外部冲击给我国

经济按下了暂停键，GDP 增速在 1 季度砸出了深坑。为了对冲负面影响，财政政

策在 2020 年保持较大的力度，实际赤字率达 6.2%，政府部门首先“加杠杆”保民

生、稳就业（图 7、图 14）。针对巨大的外部影响，政府部门反应迅速，各项应对

政策密集落地。相较世界其他国家，我国工业生产 1 季度后就迅速从冲击中恢复，

国内经济、外贸景气度先后回升。在预期修复的基础上，居民、企业部门重拾扩表

动力，新一轮金融周期顺势开启。 

图14：2018-2023 年居民、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杠杆率（%）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3.7.2 正常期：2021 年 6 月至今 

强财政政策逐步退出，叠加经济受到频繁扰动，信用扩张进入正常期。2021 年两

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3.2%的赤字率目标，较 2020 年有所下调；2022 年赤字率定

为 2.8%，保持了下调趋势，反映了强财政政策的逐步退出。而在 2021 年和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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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社会和经济活动仍频繁受到扰动，居民和企业收入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

信用扩张速度也迅速从高涨期回落。在 2022 年末各项策调整后，我国居民部门扩

表的意愿仍然较弱，信用扩张主要依靠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 

通过回顾2001年至今的3轮金融周期，我们能够相对准确地把握目前所处的位置。

经历了金融周期在 2020 年向上波动的高涨阶段，目前波动项振幅未有充足上行动

力，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将保持在 1 个标准差内，同时并不排除负向波动。因此短期

内我国仍将处于第 3 轮金融周期的正常期，矮峰出现时间未知。 

3.7.3 金融周期、库存周期和设备更新周期的共振 

2021 年我国工业企业设备工器具投资完成额增速触底回升，开始进入新一轮的设

备更新周期。从历史规律来看，企业设备更新周期约为 10 年，与固定资产折旧年

限对应，而 2021 年距上一轮周期起点已过去 12 年（图 15）。 

图15：1982-22 年我国企业设备工器具投资完成额增速（%）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从库存周期角度来看，经历了 2022 年的主动去库存，我国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增

速目前也处于较低位置，库存周期正由“主动去库存”向“被动去库存”过渡（图

16）。 

图16：2000-2023 年我国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和产成品库存增速（%）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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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二者结合来看，在历史上设备工器具投资增速上行的 2000-2004 年，工业企业产

成品库存经历了一轮完整的库存周期。而在 2012-2013 年上行周期中，工业企业正

处于主动去库存阶段（表 2）。目前的情况与 2012-2013 年较为类似，在库存逐步

走向底部后新一轮库存周期即将开始，届时随着企业预期的改善以及目前金融周期

所处位置带来的低估值压力，权益类资产价格有望复制上两轮金融周期中的强劲走

势。 

表2：2000 年后设备更新上行周期、信用周期和库存周期位置 

设备更新上行周期 信用周期位置 时间 库存周期阶段 

2000-2004 高涨期 

2000 年 1 月-2001 年 6 月 被动补库存 

2001 年 7 月-2002 年 2 月 主动去库存 

2002 年 3 月-2002 年 10 月 被动补库存 

2002 年 11 月-2004 年 12 月 主动补库存 

2012-2013 正常期 2012 年 1 月-2013 年 8 月 主动去库存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4. 风险提示 

居民扩表意愿弱于预期、企业扩产意愿不及预期、海外需求收缩幅度超预期、政策

风险、周期划分误差、参数选择误差。 

 

 

 

 

 

 

 

 

 

 

 

 

 



宏观专题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17 / 18 证券研究报告 

分析师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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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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