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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基于我国平均法定准备金制度，从理论模型和实证结果上分析了常

备借贷便利与央行逆回购操作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１）由不同期限，按其

投放数量作为权重得出的逆回购加权利率的上升，会对货币市场利率产生正效应的影

响；（２）银行局部流动性水平与开展逆回购操作概率的变化，使常备借贷便利与逆回购加

权利率的调整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具有时变特征；（３）逆回购加权利率对货币市场利

率的影响在 ５０％左右，常备借贷便利的影响弱于逆回购，但随着常备借贷便利申请数量

的上升，其影响不断增强；（４）与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和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

相比，隔夜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最顺畅，因此可作为央行

利率操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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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指出，在我国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

变过程中，未来短期利率的调控方式将采取利率走廊模式。 近些年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新举措显

示我国央行正逐步构建和完善利率走廊调控框架。 ２０１３ 年初，我国央行创设了常备借贷便利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ＳＬＦ）工具，并明确了 ＳＬＦ 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功能。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和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两次改进存款准备金制度，形成了对法定准备金率的分子和分母的双平均考核制度。
与此同时，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央行公告称，为了更好地引导和稳定货币市场利率，原则上每个工作日均

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那么，这些利率调控新举措和准备金制度改革的成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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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范围看，货币政策的利率调控模式在近二三十年不断演进，从传统的公开市场操作演

进为现在众多国家采用的利率走廊方式，如欧元区、英国、瑞典等。 美国目前则同我国一样正在构

建利率走廊调控模式，但其背景和原因与我国不同。 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使银行体系充斥着大

量准备金，导致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面对空前庞大的超额准备金，公开市场有限的操作量对货币

市场流动性的影响有限，短期利率有可能突破零下限。 于是，美联储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开始对超额准

备金付息，以期形成利率下限。 然而，货币市场利率始终低于超额准备金利率，其原因在于：能获

取超额准备金利息的只有存款类金融机构，而持有大量资金的货币市场基金和政府支持机构等非

存款类机构并无法获取该利息收入（Ａｒｍｅｎｔｅｒ 和 Ｌｅｓｔｅｒ，２０１７）。 为此，美联储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引入

固定利率隔夜逆回购便利（ＯＮ ＲＲＰ），其利率低于超额准备金利率，合格的交易对手扩大至货币市

场基金和政策支持机构等，使得这些非存款类机构的资金至少能从央行处获取 ＯＮ ＲＲＰ 的利息收

入，从而筑牢利率底部，超额准备金和 ＯＮ ＲＲＰ 利率构成了美国的利率走廊双下限。 美联储案例表

明，为引导和稳定货币市场利率，仅有公开市场操作是不够的，还必须结合利率走廊调控。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改革日益深化，政策协调、金融创新、资本项目开放等因素都会产生许多不可

测的货币需求冲击（牛幕鸿等，２０１７）。 在维护我国银行体系合理流动性和货币市场利率稳定方面，
ＳＬＦ 和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已成为我国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 但 ＳＬＦ 与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的调控

方式与作用机制截然不同。 ２０１７ 年前，我国央行保持较高且稳定的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频率，ＳＬＦ 申

请数量较为有限；此后，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频率和数量有所下降，而 ＳＬＦ 申请数量快速上升。 此外，
近年来一系列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也使这两个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发生变化。 因此，
分析 ＳＬＦ 与公开市场逆回购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机制，估计近年来其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程度，
对未来我国央行针对不同市场情况，合理使用货币政策工具具有积极意义。

理论上，流动性与市场利率应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所谓的“流动性效应” （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Ｋｏｐｃｈａｋ，２０１１）。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利用公开市场操作影响商业银行流动性水平，进而

引导市场利率，成为发达国家央行货币政策的主要调控方式 （ Ｂｅｃｈ 和 Ｋｌｅｅ，２０１１）。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分别使用日、月和年度数据证实了美联储公开市场流动性效应的存在，且这种效应在

银行准备金结算日尤其显著（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和 Ｄｅｍｉｒａｌｐ， ２００６）。 但随着理性预期革命的发展以及央行

对市场预期认识的转变，导致“流动性效应”较之前明显减弱（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和 Ｄｅｍｉｒａｌｐ， ２００８），各国

央行意识到加强公众沟通、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以及利用“公告操作” （Ｏｐｅｎ Ｍｏｕｔｈ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ＭＯ）引导市场利率的重要性（Ｇｕｔｈｒｉｅ 和 Ｗｒｉｇｈｔ， ２０００）。

利率走廊系统基本原理的研究是从 Ｃｌｉｎｔｏｎ（１９９７）对加拿大央行在零准备金制度下货币政策

操作问题的分析框架发展而来的。 Ｍｏｓｃｈｉｔｚ（２００４）在利率走廊系统下研究了商业银行准备金与货

币市场利率间的相互影响。 Ｇａｓｐａｒ 等（２００４）在准备金付息的假设下，指出虽然非零准备金不影响

利率走廊的运行规则，但会导致市场利率出现更大波动。 Ｗｈｉｔｅｓｅｌｌ（２００６）在给定同业市场完全竞

争，商业银行可以向央行无限借款的假设下，指出只有在零准备金下，市场利率才能在利率走廊中

稳定在央行的目标水平；由于 ＳＬＦ 是需要向央行提供抵押品的，而银行间的拆借存在一定的信用

风险，这种不完全替代会导致短期市场利率偏离利率走廊中央。 因此，为了维持货币市场利率目

标，央行必须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额外为市场提供流动性。 这与 Ｂｅｒｅｎｔｓｅｎ 和 Ｍｏｎｎｅｔ（２００８）通过一

般均衡模型所提出的长期最优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应该是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相结合的结

论相一致。
我国学者分别从利率走廊和公开市场操作来分析央行货币政策调控对市场利率的影响。 利率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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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方面，贾德奎、胡海鸥（２００４）选取日数据并采用 ＧＡＲＣＨ 模型测度了我国同业拆借利率的波动，指
出我国的利率波动幅度远超过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 刘义圣、赵东喜（２０１２）详细地阐述了利率

走廊的理论以及最新的研究进展，对金融危机后各国在实践中形成的“对称利率走廊”与“地板系统”
两种典型的操作方式进行了详细比较，指出利率走廊在正常时期优于“地板系统”。 牛慕鸿等（２０１７）
构建了最优利率走廊静态模型，分析了决定最优利率走廊上限的因素。 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李宏

瑾、项卫星（２０１０）的研究指出，自央票发行以来，以央票为主的公开市场操作对引导货币市场利率走

势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看，央行回购操作利率都能够显著地引导相应期限

市场回购利率的变动（张雪莹、何飞平，２０１４）。 孙国峰、蔡春春（２０１４）在构建涵盖货币市场利率、流动

性供求以及央行流动性管理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指出当货币市场利率上升突破合理水平时，央行应

通过 ＳＬＦ 直接调控货币市场利率，控制利率的上升。 陈浪南、田磊（２０１５）通过构建零约束与符号约束

识别 ＳＶＡＲ，考察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实施对产出和价格的影响。
由上述文献我们发现，理论分析上，我国学者更多的分别从利率走廊和公开市场逆回购来分

析央行货币政策调控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实证检验上多采用线性和常系数模型。 因此，本文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两方面进行了拓展。 （１）在平均法定准备金制度下构建我国常备借贷

便利与逆回购操作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的理论模型；（２）通过将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加权

利率、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和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分别与隔夜 ＳＬＦ 利率和逆回购加

权利率构建时变参数模型，实证分析在常备借贷便利与逆回购加权利率调整冲击下，货币市场利

率的时变脉冲响应函数和时变方差分解，对理论模型的推论进行验证。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当前

我国央行在面对不同市场情况，合理使用货币政策工具，以及选择合理的利率操作目标具有重要

意义。
全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构建平均法定准备金制度下常备借贷便利与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对

货币市场利率影响的理论模型；第三部分选择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作为市场利率，通
过时变参数模型的时变脉冲响应函数和时变方差分解对理论模型中的推论进行实证检验，考察不

同货币调控方式对市场利率的时变影响，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第四部分通过对比不同的货币市

场利率对央行利率冲击的时变方差分解，从不同的市场利率中选取最适合作为利率操作目标的利

率；第五部分为结论和建议。

二、 理论模型分析

Ｇａｓｐａｒ 等（２００４）分析了平均法定准备金要求下的欧洲利率走廊模式，银行法定准备金维持期

为 Ｔ 天，在维持期开始前必须上缴的法定准备金数额为 Ｒ ，商业银行 ｉ 在第 ｔ 天开始累计还需缴纳

的法定准备金为 ｒｉｔ ，则 ｒｉ１ ＝ Ｒ ｉ ，第一天结束后银行缴纳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数量为 ｒｉ１ － ｒｉ２ 。 央行为

法定准备金支付利息，利率为 ｉＲ ，超额部分央行按利率 ｉｄ 付息，银行在同业市场关闭后若账户资金

为负，或者在第 Ｔ 天其账户资金小于法定准备金要求，必须以 ＳＬＦ 利率 ｉＬ 从央行借入资金。
银行以利润最大化为交易目的进行交易，第 ｔ 天拆借市场上的利率为 ｉＭｔ 。 银行在拆借市场交

易结束后受到的流动性冲击为 εｔ ，假设其独立同分布，其分布函数为 Ｆ（·） ，密度函数为 ｆ（·） ，均
值为 με ，方差为 σε 。 ａ ｉ

ｔ 表示第 ｔ 天，在市场交易开始前银行 ｉ 的实际储备。 ｂ ｉ
ｔ 表示在同业市场拆出

的资金， ｍｉ
ｔ 为市场交易结束时银行持有的储备，所以 ｍｉ

ｔ ＝ ａ ｉ
ｔ － ｂ ｉ

ｔ 。 当拆借市场关闭后，流动性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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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使银行账户余额为 ｍｉ
ｔ ＋ εｉ

ｔ ，此时 ｍａｘ（ｍｉ
ｔ ＋ εｉ

ｔ，０） 表示银行缴纳的准备金数量。 在准备金维持期

的最后一天 Ｔ ， ｒｉＴ ＝ ｍａｘ｛ ｒｉＴ－１ － ｍａｘ［０，ｍｉ
Ｔ－１ ＋ εｉ

Ｔ－１］，０｝ 表示此时还需缴纳的法定准备金数量。 若

假设银行是相同的，银行利润最大化时市场利率为：

ｉＭＴ ＝ Ｆ（ｂＴ ＋ ｒＴ － ａＴ） ｉＬ ＋ ［１ － Ｆ（ｂＴ ＋ ｒＴ － ａＴ）］ ｉｄ （１）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平均法定准备金制度的要求，本文构建常备借贷便利和公开市

场逆回购共同作用下，央行货币政策调控对短期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的理论模型，讨论不同的利

率调控方式对市场利率的影响。
（一）理论模型

不同于欧洲央行以 ＭＲＯ（主要再融资利率）为法定准备金付息，我国对法定准备金支付的利

息为 １ ６２％ 。 在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和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我国央行对法定准备金考核方式进行了修改，允许银

行法定准备金率在维持期内低于法定准备金率（ α ），为 α － １％ ，但在维持期的平均水平必须达到

法定准备金率的要求。 银行在维持期缴准基数为 Ｄ ，维持期日均法定准备金数为 Ｄα ，央行对这部

分资金以法定准备金利率付息，其日均收益在维持期是确定的常数 ｉＲＤα 。 因此只需考虑维持期

内银行在拆借市场的收益与从央行逆回购中或者以 ＳＬＦ 利率借入资金的成本之间的关系，使得银

行在法定准备金维持期内利润最大化即可。
银行行为可以描述为选择每天拆出的资金数量 ｂ ｔ ，决定了第 ｔ ＋ １ 天开始累计还需缴纳的法定

准备金 ｒｔ＋１ ，使得在法定准备金维持期内利润最大化，即：

ｍａｘ
ｂｔ

Ｅ∑
Ｔ

ｔ ＝ １
πｔ，　 ｓｔ：ｒｔ ＝ ｍａｘ｛ ｒｔ －１ － ｍａｘ［０，ｍｔ －１ ＋ εｔ －１］，０｝ （２）

当 ｔ ＝ Ｔ 时，虽然允许银行此时准备金率不低于法定准备金率 １ 个百分点，但由于是最后一

天，银行必须满足在本维持期内的准备金率平均水平达到法定的要求。 当 ｔ ≤ Ｔ － １ 时，银行的准

备金率可以低于法定准备金率。 为此，我们分别对 ｔ ＝ Ｔ ， ｔ ≤ Ｔ － １ 进行讨论。
当 ｔ ＝ Ｔ 时，央行根据市场整体流动性情况，考虑是否开展公开市场逆回购。 记银行系统在央

行的账户资金之和为 ＡＴ ，所需缴纳法定准备金之和为 ＲＴ 。
记 τＴ ＝ ＲＴ － ＡＴ ，随机变量 τＴ 取值越大，央行开展公开市场逆回购的概率 ｐＴ 越大。

ＡＴ ＝ ∑
Ｎ

ｉ ＝ １
ａｉ
Ｔ ， ＲＴ ＝ ∑

Ｎ

ｉ ＝ １
ｒｉＴ ， ｐＴ ＝ ＰＴ（τＴ ＜ ｘ） （３）

若银行受到冲击 εＴ ＞ ０ ，且 ｍＴ ＋ εＴ ＞ ｒＴ ，央行为银行 ｉ 多出法定准备金部分的资金以 ｉｄ 付

息；若银行受到冲击 εＴ ＜ ０ ，且 ｍＴ ＋ εＴ ＜ ｒＴ ，当银行从公开市场借入资金数量刚好等于 ｒＴ － ｍＴ －
εＴ 时，其成本最小。 由于假设市场上的银行是相同的，若央行的公开市场逆回购利率为 ｉＲＲＴ ， ＣＲＲ

Ｔ 表

示央行开展逆回购时银行的成本，则：

ＣＲＲ
Ｔ ＝ ｉＲＲＴ （ ｒＴ － ｍＴ － εＴ） Ｉ［ ｒＴ ＞ ｍＴ ＋ εＴ］ ＋ ｉｄ（ ｒＴ － ｍＴ － εＴ） Ｉ［ ｒＴ ＜ ｍＴ ＋ εＴ］ （４）

若央行不开展逆回购，此时银行在同业市场交易结束后，若受到冲击 εＴ ＜ ０ ，只能使用常备借

贷便利。 此时银行成本为：

ＣＮＯ
Ｔ ＝ ｉＬ（ ｒＴ － ｍＴ － εＴ） Ｉ［ ｒＴ ＞ ｍＴ ＋ εＴ］ ＋ ｉｄ（ ｒＴ － ｍＴ － εＴ） Ｉ［ ｒＴ ＜ ｍＴ ＋ εＴ］ （５）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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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银行利润可表示为：

πＴ ＝ ｉＭＴ ｂＴ － ｐＴＣＲＲ
Ｔ － （１ － ｐＴ）ＣＮＯ

Ｔ （６）

记 ＭＴ ＝ ｒＴ ＋ ｂＴ － ａＴ ＝ ｒＴ － ｍＴ ， πＴ 的期望为：

ＥεπＴ ＝ ｉＭＴ ｂＴ － ｉｄＭＴ［１ － Ｆ（ＭＴ）］ ＋ ｉｄ∫＋∞

ＭＴ
εｆ（ε）ｄε ＋ ［ｐＴ ｉＲＲＴ ＋ （１ － ｐＴ） ｉＬ］［ ∫Ｍ Ｔ

－∞
εｆ（ε）ｄε －

ＭＴＦε（ＭＴ）］ （７）

银行利润最大时市场利率为：

ｉＭＴ ＝ （１ － ｐＴ）Ｆ（ ｒＴ － ｍＴ） ｉＬ ＋ ｐＴＦ（ ｒＴ － ｍＴ） ｉＲＲＴ ＋ ［１ － Ｆ（ ｒＴ － ｍＴ）］ ｉｄ （８）

ｉＭＴ 为三个利率水平的加权平均，且随着逆回购操作概率 ｐＴ 和银行受到冲击 εＴ ＜ ０ 的概率

Ｆ（ ｒＴ － ｍＴ） 的变化，逆回购利率和 ＳＬＦ 利率对市场利率的影响会有所不同。
当 ｔ ≤ Ｔ － １ 时，银行每天缴纳的最低法定准备金要求为 Ｄ －１ ， Ｄ －１ ＝ Ｄ（α － １％ ） ，同理：

Ａｔ ＝ ∑
Ｎ

ｉ ＝ １
ａｉ
ｔ ， Ｒ ｔ ＝ ∑

Ｎ

ｉ ＝ １
Ｄｉ

ｔ（α － １％ ） ， ｐｔ ＝ Ｐ ｔ（τｔ ＜ ｘ） （９）

若银行受到冲击 εｔ ＞ ０ ，且 ｍｔ ＋ εｔ ＞ ｒｔ ，央行为银行 ｉ 多出法定准备金部分的资金以 ｉｄ 付息；
若银行受到冲击 εｔ ＜ ０ ，且 ｍｔ ＋ εｔ ＜ Ｄ －１ ，当银行从公开市场借入资金数量刚好等于 Ｄ －１ － ｍｔ － εｔ

时，其成本最小。 则央行开展逆回购操作时，银行成本 ＣＲＲ
ｔ 为：

ＣＲＲ
ｔ ＝ ｉＲＲｔ （Ｄ －１ － ｍｔ － εｔ） Ｉ［Ｄ －１ ＞ ｍｔ ＋ εｔ］ ＋ ｉｄ（ ｒｔ － ｍｔ － εｔ） Ｉ［ ｒｔ ＜ ｍｔ ＋ εｔ］ （１０）

央行未开展逆回购操作时，若受到冲击 εｔ ＜ ０ ，此时银行只能申请 ＳＬＦ，银行成本为：

ＣＮＯ
ｔ ＝ ｉＬ（Ｄ －１ － ｍｔ － εｔ） Ｉ［Ｄ －１ ＞ ｍｔ ＋ εｔ］ ＋ ｉｄ（ ｒｔ － ｍｔ － εｔ） Ｉ［ ｒｔ ＜ ｍｔ ＋ εｔ］ （１１）

综上，当 ｔ ≤ Ｔ － １ 时，银行效用最大化满足：

Ｖ（ ｒｔ） ＝ ｍａｘ
ｂｔ

Ｅ｛πｔ ＋ βＶ（ ｒｔ ＋１）｝ （１２）

ｓｔ：ｒｔ ＋１ ＝ ｍａｘ｛ ｒｔ － ｍａｘ［Ｄ －１，ｍｔ ＋ εｔ］，０｝
＝ （ ｒｔ － ｍｔ － εｔ） Ｉ（ ｒｔ ≥ ｍｔ ＋ εｔ ≥ Ｄ －１） ＋ （ ｒｔ － Ｄ －１） Ｉ（ｍｔ ＋ εｔ ＜ Ｄ －１） （１３）

由于时间间隔较短，这里不妨假设 β ＝ １ ，并记：

ｒｔ － ｍｔ ＝ ｒｔ ＋ ｂｔ － ａｔ ＝ Ｍｔ，Ｄ －１ － ｍｔ ＝ Ｄ －１ ＋ ｂｔ － ａｔ ＝ Ｎｔ ，因此 Ｍｔ － Ｎｔ ＝ ｒｔ － Ｄ －１。

当 ｔ ≤ Ｔ － １ 时，利润 πｔ 为：

πｔ ＝ ｉＭｔ ｂｔ － ｉｄ（Ｍｔ － εｔ） Ｉ［εｔ ＞ Ｍｔ］ － ［ ｉＲＲｔ ｐｔ ＋ ｉＬ（１ － ｐｔ）］（Ｎｔ － εｔ） Ｉ［εｔ ＜ Ｎｔ］ （１４）

求解可得：

ｉＭｔ ＝ （１ － ｐｔ）Ｆ（Ｄ －１ － ｍｔ） ｉＬ ＋ ｐｔＦ（Ｄ －１ － ｍｔ） ｉＲＲｔ ＋

　 　 　 　 ［１ － Ｆ（ ｒｔ － ｍｔ）］ ｉｄ － ∫ｒｔ－ｍｔ

Ｄ －１－ｍｔ

∂Ｖｔ ＋１（ ｒｔ － ｍｔ － εｔ）
∂ｂｔ

ｆ（ε）ｄε （１５）

９６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前，我国央行未实行平均法定准备金制度，此时银行每天结算后，在央行的资金账

户必须满足法定准备金的要求，这与平均法定准备金制度实施后， ｔ ＝ Ｔ 时的情形类似。 记利率走

廊宽度为 ｉＬ － ｉｄ ＝ ２ｄ ，当 ｔ ＝ Ｔ 时，易知 ｉＭｍａｘ － ｉＭｍｉｎ ＝ ２ｄ 。 由于
∂Ｖｔ＋１（ ｒｔ ＋ ｂ ｔ － ａ ｔ － εｔ）

∂ｂ ｔ
表示银行在

ｔ ≤ Ｔ － １ 时拆出一单位资金的机会成本，则
∂Ｖｔ＋１（ ｒｔ ＋ ｂ ｔ － ａ ｔ － εｔ）

∂ｂ ｔ
∈［ ｉｄ，ｉＬ］ ，当 ｔ≤ Ｔ － １ 时由式

（１５）有 ｉＭｍａｘ － ｉＭｍｉｎ ＝ ２ｄ［Ｆ（ ｒｔ － ｍｔ） － Ｆ（Ｄ －１ － ｍｔ）］ ，此时市场利率的极差变小，平均法定准备金的

实施降低了市场利率的波动水平。

图 １　 Ｒ００１、ＤＲ００１ 与利率走廊

如图 １，在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央行实施平均法定准备金制度后，隔夜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

（Ｒ００１）与隔夜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ＤＲ００１）的波动区间快速收窄。 平均法定准备金

制度下，当 ｔ≤ Ｔ － １ 时，银行在追求利润的驱使下，每天交易结束后决定持有的储备一般会小于累

计还需缴纳的法定准备金，即 ｒｔ ≥ ｍｔ ，则 Ｆ（ ｒｔ － ｍｔ） 趋近于 １。 当市场运行较为平稳时，单位资金

的机会成本比较接近，不妨设
∂Ｖｔ＋１（ ｒｔ － ｍｔ － εｔ）

∂ｂ ｔ
为常数 ｃ 。 则式（１５）可表示为：

ｉＭｔ ＝ （１ － ｐｔ）Ｆ（Ｄ －１ － ｍｔ） ｉＬ ＋ ｐｔＦ（Ｄ －１ － ｍｔ） ｉＲＲｔ － ｃ［１ － Ｆ（Ｄ －１ － ｍｔ）］ （１６）

长期中，若银行受到的冲击 εｔ 是对称的，此时 Ｆ（Ｄ －１ － ｍｔ） 趋近于 １
２ ，式（１６）可表示为：

ｉＭｔ ＝ １
２ ｐｔ ｉＲＲｔ ＋ １

２ （１ － ｐｔ） ｉＬ － １
２ ｃ （１７）

当 ｔ ＝ Ｔ 时，银行必须满足法定准备金达到维持期内央行的要求。 长期中，若冲击 εＴ 是对称

的，此时 Ｆ（ ｒＴ － ｍＴ） 趋近于 １
２ ，式（８）可表示为：

ｉＭＴ ＝ １
２ ｐＴ ｉＲＲＴ ＋ １

２ （１ － ｐＴ） ｉＬ ＋ １
２ ｉｄ （１８）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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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１７）与（１８）可知， ｔ ＝ Ｔ 时市场利率水平高于 ｔ ≤ Ｔ － １ 时的市场利率水平，这与 Ｇａｓｐａｒ
等（２００４）的结论一致。

（二）模型推论分析

虽然我国公开市场操作采用市场招标，但若投标利率超过了央行可接受范围，央行可以选择

不接受投标利率，从而产生流标（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２０１３）。 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央
行可以改变逆回购利率水平，也可以通过调整不同期限逆回购的投放比例，调整投放资金的单位

成本，从而影响市场利率水平。 因此，我们得出本文的第一个推论。
推论 １：由不同期限，按投放数量得出的逆回购加权利率 ｉＲＲｔ 的上升对市场利率 ｉＭ 产生正效应

影响，即 ｉＲＲｔ 上升将引起市场利率 ｉＭ 的上升。
由式（８）与（１５）可知，逆回购加权利率 ｉＲＲ 与 ＳＬＦ 利率 ｉＬ 对货币市场利率 ｉＭＴ 和 ｉＭｔ 的调控效果，

受市场整体流动性水平（即开展逆回购的概率 ｐＴ、ｐ ｔ ）和银行个体流动性水平［ Ｆ（ ｒＴ － ｍＴ） 与

Ｆ（Ｄ －１ － ｍｔ） 的取值］的影响。 因此，我们得出本文的第二个推论。
推论 ２：ＳＬＦ 与逆回购调控对货币市场利率 ｉＭ 的影响具有时变特征，且平均法定准备金制度的

实施将提升 ＳＬＦ 对市场利率的影响。
市场整体流动性水平决定了央行开展逆回购的概率 ｐ ，市场局部流动性水平决定了金融机构

主动申请 ＳＬＦ 的数量。 ＳＬＦ 申请数量越大表明个别银行受到冲击 εｔ ＜ ０ 的概率 Ｆ（·） 越大。 由于

ｉＲＲ 的系数为逆回购概率与银行个体流动性水平的乘积 ｐ·Ｆ（·） ，ＳＬＦ 利率 ｉＬ 的系数为 （１ －
ｐ）Ｆ（·） 。 当市场出现整体流动性不足时（ ｐ 较大），利用公开市场操作，央行主动投放流动性能对

市场利率产生较大的影响。 当流动性问题是由流动性传导或银行自身流动性管理问题等微观层

面所引起的局部流动性不足，而市场整体流动性水平又相对稳定时［ ｐ 较小而 Ｆ（·） 较大］，调整

ＳＬＦ 利率能对市场的流动性进行有效引导，此时央行并不需要主动进行流动性投放。 因为，央行降

低 ＳＬＦ 利率或保证提供 ＳＬＦ 的数量后，流动性不足的机构可以选择不在拆借市场借入资金，而是

以较低的成本从央行借入资金。 为保障收益，流动性较好的机构开始在拆借市场上拆出资金，使
市场流动性传导效率有效上升。 因此，此时的 ＳＬＦ 调控效果优于逆回购操作。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以前，
我国央行原则上只在周二、周四开展逆回购操作。 此后，基本每个交易日都开展，直到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改为视市场流动性状况决定。 因此，在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前开展逆回购概率 ｐ 较稳定且处于较高水平。
从 ２０１６ 年第四季度开始，ＳＬＦ 申请的数量不断上升，即整体上 Ｆ（·） 不断上升，且 ＳＬＦ 利率调整

后，短期内央行都不会回调该利率，因此我们得出本文第三、第四个推论。
推论 ３：当前我国央行以逆回购为主的调控方式将使利率走廊调控效果弱于逆回购，当开展逆

回购概率上升（下降）与个体流动性水平较为平稳时，逆回购调控的效果将上升（下降）。
推论 ４：随着 ＳＬＦ 申请数量的不断上升，利率走廊调控对市场利率的影响处于不断上升趋势，

且由式（８）与（１５），ＳＬＦ 利率的上升对市场利率的影响有较强的持久性。

在长期中，银行受到的流动性冲击是对称的，即 Ｆ（ ｒＴ － ｍＴ）、Ｆ（Ｄ －１ － ｍｔ） 的值趋近于 １
２ ，由式

（１７）与（１８）得出本文第五个推论。
推论 ５：从长期来看，我国逆回购利率调整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趋于 ５０％左右。
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与常备借贷便利是目前我国央行最主要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针对市场

的不同情况，央行采取相应的调控方式才能对市场利率产生有效影响。 本文接下来将对上述五个

推论进行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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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货币调控方式对货币市场利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实证部分采用 ＴＶＰ⁃ＳＶ⁃ＶＡＲ（变系数随机波动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及准

备金率政策调整前后，央行 ＳＬＦ 利率和逆回购操作调整对市场利率的影响，对理论模型的推论进

行检验。 不同于传统的向量自回归模型（ＶＡＲ），ＴＶＰ⁃ＳＶ⁃ＶＡＲ 模型采用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

（ＭＣＭＣ）方法对参数的条件后验概率进行重复随机抽样，得到参数的联合后验分布和递归估计

（Ｐｒｉｍｉｃｅｒｉ，２００５；Ｎａｋａｊｉｍａ，２０１１），其一般形式为：

ｙｔ ＝ Ｘ ｔβｔ ＋ Ａ －１
ｔ Σ ｔεｔ，Ｘ ｔ ＝ Ｉｔ ⊗ （ｙ′ｔ －１，…，ｙ′ｔ －ｐ），ｔ ＝ ｐ ＋ １，…，ｎ （１９）

（一）变量选取及描述

１． 常备借贷便利利率

常备借贷便利（ＳＬＦ）虽然有三种期限，分别为隔夜、７ 天和 １ 个月。 但隔夜 ＳＬＦ 推出的时间最

早，申请数量最多。 因此选择隔夜 ＳＬＦ 利率为央行政策利率变量之一。
２． 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利率

与之前只研究某一期限的逆回购利率不同，为了更好地反映央行逆回购整体利率水平，我们

计算每周逆回购操作利率的加权利率 ｉＲＲｔ ，即 ｉＲＲｔ ＝
∑
Ｔ

ｊ ＝ １
∑
ｋ

ｉ ＝ １
Ｑｉｊ

ｔ ｒｉｊｔ

∑
Ｔ

ｊ ＝ １
∑
ｋ

ｉ ＝ １
Ｑｉｊ

ｔ

。 其中， Ｑｉｊ
ｔ 表示第 ｔ 周、第 ｉ 种期限逆回

购（目前有 ７、１４、２８、６３ 天四种期限）在第 ｊ 个交易日的投放数量， ｒｉｊｔ 表示其对应的利率水平，ｉＲＲｔ 能

更好地反映金融机构短期从央行获得资金的成本。 　 　 　 　 　 　 　 　 　 　 　 　
３． 货币市场利率

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交易是金融机构进行头寸调节和临时性资金短缺补充的重要方式，参
与者为存款类金融机构，以利率债或高等级信用债为质押。 因此，我们选取隔夜（ＤＲ００１）和 ７ 天期

（ＤＲ００７）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为市场利率代表。
我们选取上述三种利率周数据，并将数据标准化。 央行在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前曾连续 ９ 周停

止公开市场逆回购交易，为保证数据的连续性，本文选择的样本区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共 １２６ 周数据。 其中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６ 日至 １０ 日，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７ 日至 ４ 月 ７ 日，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６ 日至 ７ 月 １０ 日，央行没有开展逆回购操作，由于时间间隔较短，我们选取该日期前一周

逆回购操作利率的加权利率 ｉＲＲｔ 进行替代，数据来源于 Ｗｉｎｄ、央行网站及笔者计算。
（二）先验参数假定及估计结果

依据前文分析，我们对隔夜 ＳＬＦ 利率 ｉＬｔ 、逆回购加权利率水平 ｉＲＲｔ 、ＤＲ００１ 和 ＤＲ００７ 建立

ＴＶＰ⁃ＳＶ⁃ＶＡＲ 模型。 由 ＦＰＥ、ＡＩＣ、ＳＣ、ＨＱ 准则选择滞后 １ 阶，而 ＬＲ 准则选择滞后 ４ 阶，为了保

证参数估计的稳健性以及防止待估参数过多导致“维数诅咒”问题，本文选择 ２ 阶滞后。 依据

Ｐｒｉｍｉｃｅｒｉ（２００５）与 Ｎａｋａｊｉｍａ（２０１１）等的研究，设 ∑ β
～ ＩＷ（２５，０ ０１·Ｉ） ， （∑ β

） ２ ～ ＩＧ（４０，

０ ０２） ，（∑ａ） ２
ｉ ～ ＩＧ（１０，０ ０２） ， （∑ ｈ

） ２
ｉ ～ ＩＧ（２０，０ ０１） 。 其中 ＩＧ 表示逆 Ｗｉｓｈａｒｔ 分布， ＩＷ

表示逆 Ｇａｍｍａ 分布。 元素 （∑ａ ） ２
ｉ 、（∑ｈ ） ２

ｉ 为矩阵 （∑ ａ
） ２ 与 （∑ ｈ

） ２ 的对角线上第 ｉ 个数

的值。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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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ＭＣＭＣ 方法，我们对 ＴＶＰ⁃ＳＶ⁃ＶＡＲ 模型中 ４６ 个参数进行估计。① 其中，我们设定 ＭＣＭＣ
抽样次数为 １１０００ 次，舍去前 １０００ 次预烧抽取的抽样。 收敛概率 Ｇｅｗｅｋｅ 检验的原假设为收敛于

后验分布。 并且，若 ＭＣＭＣ 抽样的序列是平稳的，Ｇｅｗｅｋｅ 检验统计量将收敛于标准正态分布；而
无效率影响因子数值用于判断 ＭＣＭＣ 随机抽取样本的有效性（Ｎａｋａｊｉｍａ，２０１１）。 由参数估计结果

可知，Ｇｅｗｅｋｅ（１９９１）检验估计值低于 ５％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 １ ９６，说明无法拒绝参数收敛于后

验分布的原假设，而参数无效影响因子的最大值仅为 ６８ ２，则至少可以获得 １００００ ／ ６８ ２≈１４７ 个

不相关样本观测值，可见模型参数估计的结果是比较有效的。
（三）时变脉冲响应

首先，根据 ＭＣＭＣ 抽样可以得到模型参数的估计值，包括 β^ ｔ 、 α^ｔ 和对数波动率 ｈ^ ｔ 。 据此，可以

写出简化式 ＴＶＰ⁃ＶＡＲ 模型：

ｙｔ ＝ ｃｔ ＋ Ｂ１，ｔｙｔ －１ ＋ … ＋ Ｂｐ，ｔｙｔ －ｐ ＋ εｔ （２０）

其中， ｃｔ，Ｂ１，ｔ，Ｂ２，ｔ，…，Ｂｐ，ｔ 的估计值可以由 β^ ｔ 重组得到， εｔ ＝ Ｌ ｔωｔ ， Ｌ ｔ ＝ Ａ －１
ｔ ∑１ ／ ２

ｕ，ｔ
， ωｔ ～

ｉ ｉ ｄ Ｎ（０，Ｉ） ， Ａ －１
ｔ 由 α^ｔ 重组成下三角矩阵后求逆得到。∑

＾

ｕ，ｔ
＝ ｄｉａｇ［ｅｘｐ（ ｈ^ ｔ）］ ， ｄｉａｇ（·） 表示将

向量重组成对角阵。 将式（２０）表示成 ＴＶＰ⁃ＶＭＡ（∞ ）形式：

ｙｔ ＝ ｃｔ ＋ Ｃ０，ｔεｔ ＋ Ｃ１，ｔεｔ －１ ＋ … ＋ Ｃｈ，ｔεｔ －ｈ ＋ … （２１）

由于 Ｃｈ，ｔ 为非正交化的时变脉冲响应函数，且 εｔ ＝ Ｌ ｔωｔ ，因此将式（２１）改写成：

ｙｔ ＝ ｃｔ ＋ Ｄ０，ｔωｔ ＋ Ｄ１，ｔωｔ －１ ＋ … ＋ Ｄｈ，ｔωｔ －ｈ ＋ … （２２）

其中， Ｄｈ，ｔ ＝ Ｃｈ，ｔＬ ｔ－ｈ 为正交化的脉冲响应函数，表示 ｔ － ｈ期的单位冲击对 ｔ期变量取值的边际

影响。
本文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三个不同时间 ＳＬＦ 和逆回

购加权利率变动对 ＤＲ００１ 与 ＤＲ００７ 冲击的脉冲响应（见图 ２）。 由图 ２ 可知，在短期和稳态水平的

脉冲响应都有很大区别。 ＳＬＦ 冲击（利率上升）对 ＤＲ００１ 与 ＤＲ００７（ ε ＳＬＦ→ＤＲ００１，ＤＲ００７）的影响

在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时并不明显，甚至会长期出现负效应。 公开市场逆回购加权利率上升带来的

冲击（ ε ＯＭＯ→ＤＲ００１，ＤＲ００７），对 ＤＲ００１ 与 ＤＲ００７ 的影响为正，表明在不调整不同期限逆回购利

率水平的情况下，通过改变其投放数量的比例，如增加长期期限，减少短期期限投放数量从而使得

逆回购加权利率上升也能对市场利率产生正向冲击，这与本文推论 １ 相符。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央

行开始实施平均法定准备金制度后，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４ 日、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两个时期的脉冲响应

来看，虽然在短期反应仍很微弱，接近于零，但从第 ２ 期开始 ＳＬＦ 利率冲击出现明显的正的效应，
并不断递增，ＳＬＦ 利率开始发挥其引导市场利率的效果。 因此，平均法定准备金的实施使央行能通

过调整 ＳＬＦ 利率发挥其对市场利率的影响，这与推论 ２ 的结论相符。 且由调控的效果看，ＳＬＦ 利率

调整产生的对 ＤＲ００１ 与 ＤＲ００７ 的冲击在 １５ 期，甚至 ２０ 期后仍明显为正效应，这与推论 ４ 的部分

结论相符。 对比 ＤＲ００１ 与 ＤＲ００７ 对 ＳＬＦ 利率与公开市场逆回购加权利率的冲击的反应， ε ＯＭＯ的

冲击在这三个不同时点明显强于 ε ＳＬＦ，这与本文推论 ３ 的内容基本相符。

３７

① 限于篇幅，判断模型滞后阶数 ＦＰＥ、ＡＩＣ、ＳＣ、ＨＱ 准则的结果，时变参数模型 ４６ 个参数的估计，自回归，样本路径和后验分

布估计的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图 ２　 ＤＲ００１ 和 ＤＲ００７ 不同时点的脉冲响应

从 ２０１５ 年至今，我国在货币政策上进行了多项改革，为了能更好地比较不同时点 ＤＲ００１ 与

ＤＲ００７ 受逆回购加权利率和 ＳＬＦ 利率变动冲击的脉冲响应，我们估计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预测长度 １ 个月和 １ 个季度的时变脉冲响应函数（见图 ３）。

图 ３　 ＤＲ００１ 和 ＤＲ００７ 时变脉冲响应

如图 ３，在样本期内，ＤＲ００１ 与 ＤＲ００７ 提前 ４ 期和提前 １２ 期的脉冲响应呈现很明显的时变

特征（推论 ２）。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前，ＳＬＦ 冲击（ ε ＳＬＦ→ＤＲ００１，ＤＲ００７）对 ＤＲ００１ 与 ＤＲ００７ 的提前

４ 期和提前 １２ 期的脉冲响应为负效应，直到平均法定准备金实施后才转变为正的效应（推论 ２）。
此外，逆回购加权利率冲击对 ＤＲ００１ 与 ＤＲ００７ 的影响（ ε ＯＭＯ→ＤＲ００１，ＤＲ００７）都强于 ＳＬＦ 冲击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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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 ３）。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１０ 月央行两次下调法定准备金率，缓解了市场的流动性水平，而且从逆回

购投放的数量和 ＳＬＦ 申请的数量来看，此时，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处于较为宽松的阶段，冲击 εＴ ＜ ０
的概率下降，表明代表局部流动性水平不足的概率 Ｆ（·） 快速下降。 在逆回购操作（周二、周四

开展）频率处于比较稳定的时期，ＤＲ００１ 与 ＤＲ００７ 对逆回购加权利率冲击的脉冲响应呈下降趋

势（推论 ３）。 进入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后，季节效应与其他宏观因素使银行受到冲击 εＴ ＜ ０ 的概率

上升。 表 １ 也显示，此阶段 ＳＬＦ 申请数量快速上升，央行也宣布每天开展逆回购操作。

　 　 表 １ ＯＭＯ 开展频率与 ＳＬＦ 操作余额 单位：亿元

月份 ９ ／ ２０１５ １０ ／ ２０１５ １１ ／ ２０１５ １２ ／ ２０１５ １ ／ ２０１６ ２ ／ ２０１６ ３ ／ ２０１６ ４ ／ ２０１６ ５ ／ ２０１６

ＳＬＦ 余额 ０ ０ ０ ０． ４ １． １ １３． ４ １６６ ４． １ ４

ＯＭＯ 频率 ０． ３９ ０． ３９ ０． ３８ ０． ３９ ０． ４５ １ ０． ９１ １ １

月份 ６ ／ ２０１６ ７ ／ ２０１６ ８ ／ ２０１６ ９ ／ ２０１６ １０ ／ ２０１６ １１ ／ ２０１６ １２ ／ ２０１６ １ ／ ２０１７ ２ ／ ２０１７

ＳＬＦ 余额 ２０ ４ ０ ４ ５ ２７８． １ １２９０ ３４５ １４９

ＯＭＯ 频率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７１

月份 ３ ／ ２０１７ ４ ／ ２０１７ ５ ／ ２０１７ ６ ／ ２０１７ ７ ／ ２０１７ ８ ／ ２０１７ ９ ／ ２０１７ １０ ／ ２０１７ １１ ／ ２０１７

ＳＬＦ 余额 ６９９ １０２ １８ ４４６ １１０ ２２０ ６３６ ２２３ １９０

ＯＭＯ 频率 ０． ６５ ０． ５８ ０． ６２ ０． ６５ ０． ６７ ０． ８３ ０． ５５ ０． ８８ ０． ８６

　 　 资料来源：Ｗｉｎｄ，央行网站及作者计算。

如图 ３ 所示，此时 ＤＲ００１ 与 ＤＲ００７ 对 ＳＬＦ 冲击和逆回购加权利率冲击的脉冲响应快速上升。
进入 ２０１６ 年第三季度后，ＳＬＦ 申请数量明显下降，而央行的逆回购操作政策未发生改变，ＤＲ００１ 与

ＤＲ００７ 的脉冲响应在此时也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 ２０１７ 年后央行虽然再次调整逆回购操作

政策，由原来每天的操作改为视市场流动性水平决定，但仍然保持较稳定的频率，而 ＳＬＦ 的申请数

量快速上升，即代表局部流动性水平的概率 Ｆ（·） 上升，因此 ＳＬＦ 的影响不断上升。 由式（８）与
（１５）知，这也将使逆回购加权利率冲击的影响不断上升（推论 ３、４）。 进入第三季度，资金面再度

宽松，ＳＬＦ 申请数量快速下降，与 ２０１６ 年类似，此时 ＤＲ００１ 与 ＤＲ００７ 的脉冲响应出现比较明显的

下降趋势。
通过对比 ＤＲ００１ 与 ＤＲ００７ 在不同时点，以及样本期内提前 ４ 期（１ 个月）和提前 １２ 期（１ 个季

度）的时变脉冲响应，实证的结果也大部分支持理论模型的推论。 为了进一步识别央行政策冲击

对市场利率影响的大小，我们利用 ＴＶＰ⁃ＳＶ⁃ＶＡＲ 模型参数估计时变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计算

ＤＲ００１ 与 ＤＲ００７ 的时变方差分解。
（四）时变方差分解

考虑如式（２２）的第 ｉ 个方程为：

ｙｉｔ ＝ ∑ ｋ

ｊ ＝ １
（ｄ（０）

ｉｊ，ｔ ω ｊ，ｔ ＋ ｄ（１）
ｉｊ，ｔ ω ｊ，ｔ －１ ＋ ｄ（２）

ｉｊ，ｔ ω ｊ，ｔ －２ ＋ … ＋ ｄ（ｈ）
ｉｊ，ｔ ω ｊ，ｔ －ｈ ＋ …） （２３）

基于式（２３）可以计算：

ＶＤ（Ｈ）
ｉｊ，ｔ ＝

∑Ｈ

ｈ ＝ ０
（ｄ（ｈ）

ｉｊ ） ２

∑ ｋ

ｊ ＝ １ ∑Ｈ

ｈ ＝ ０
（ｄ（ｈ）

ｉｊ ） ２{ }
（２４）

５７



其中， ＶＤ（Ｈ）
ｉｊ，ｔ 表示 ｔ 时刻第 ｊ 个误差项对第 ｉ 个变量的方差的 Ｈ 步累积影响，且满足

∑ ｋ

ｊ ＝ １
ＶＤ（Ｈ）

ｉｊ，ｔ ＝ １ 。 所有 ｊ 的 ＶＤ（Ｈ）
ｉｊ，ｔ 就构成了第 ｉ 个变量的方差分解（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可用

于识别各冲击对第 ｉ 个变量影响的相对大小。
我们选取第 ４、１２ 个预测期的时变方差分解，结果如图 ４ 所示。 时变方差分解的结果显示，

ＳＬＦ 冲击对 ＤＲ００１ 与 ＤＲ００７ 变动的解释力度也呈时变特征，在 ２０１５ 年第四季度平均法定准备金

率制度实施前，以及对 ＳＬＦ 的申请数量极低的情况下，其解释力几乎为零。 ２０１６ 年后，随着利率市

场化进程的加速以及 ＳＬＦ 申请数量的上升，其解释力度逐渐上升，并且受整体市场流动性的影响，
在 ２０１６ 年与 ２０１７ 年第三季度前后都有所下降，但整体处于不断上升中。 但由图 ４ 可知，其对市场

利率的影响仍然较弱，这也与我国目前主要通过公开市场对短期利率进行调控的政策有关（推论

２）。 逆回购加权利率冲击对 ＤＲ００１ 与 ＤＲ００７ 的解释力同样呈明显的时变特征，在 ２０１５ 年第三、
四季度，央行降准导致的市场流动性的上升，使得无论对 ＤＲ００１ 还是 ＤＲ００７ 的解释力都快速下降

至 ２５％左右。 此后，随着逆回购操作频率的上升，以及 ＳＬＦ 申请数量的上升，逆回购加权利率冲击

的解释力不断上升，并逐渐稳定，其中第 ４ 个预测期对 ＤＲ００１ 变动的解释力在 ５０％左右，对 ＤＲ００７
的解释力在 ４０％ 左右。 而第 １２ 个预测期对 ＤＲ００１ 的解释力在 ６０％ 左右，对 ＤＲ００７ 的解释力在

５０％左右，这与推论 ５ 基本相符。 这表明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后，我国通过逆回购操作对市场利率

产生了有效的引导。 比较 ＤＲ００１ 与 ＤＲ００７ 相互间的解释力度，ＤＲ００１ 冲击对 ＤＲ００７ 变动的解释

力度第 ４ 个预测期在 ２０１６ 年初达到最大值 ６０％ ，此后下降并逐渐稳定在 ５０％ 上下，即使在第 １２
个预测期也能达到 ４０％左右。 但与 ＤＲ００７ 相比，冲击对 ＤＲ００１ 变动的解释力度与前面脉冲响应

函数的结果相似，其解释力度较弱。

图 ４　 ＤＲ００１ 和 ＤＲ００７ 的时变方差分解

本部分通过 ＴＶＰ⁃ＳＶ⁃ＶＡＲ 模型，从不同时点的脉冲响应函数、样本期内整体时变脉冲响应函

数以及时变方差分解三个不同的角度，实证检验了理论模型的 ５ 个推论，从实证结果来看，与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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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相符。 进一步，我们选择隔夜与 ７ 天期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Ｓｈｉｂｏｒ１，Ｓｈｉｂｏｒ７），银行间质

押式回购加权利率（Ｒ００１，Ｒ００７），考察这两个重要市场利率在当前逆回购加权利率与 ＳＬＦ 利率冲

击下的反应。 通过比较三个不同市场利率对央行政策利率变动的反应，为我国短期利率操作目标

的选择提供建议。

四、 不同货币市场利率对央行利率变动冲击的实证分析

（一）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变动分析

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Ｓｈｉｂｏｒ）是由我国信用等级较高的 １８ 家商业银行组成的报价团自

主报出的同业拆放利率，在我国短期货币市场利率中有重要的影响。 考察央行利率变动冲击对上

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时变方差分解。①

由图 ５ 和图 ６，Ｓｈｉｂｏｒ１ 和 Ｓｈｉｂｏｒ７ 对 ＳＬＦ 和逆回购加权利率变动冲击的时变方差分解可知，与
ＤＲ００１ 和 ＤＲ００７ 类似，在 ２０１５ 年第四季度平均法定准备金率政策颁布前，以及申请的 ＳＬＦ 的数量

极低的情况下，ＳＬＦ 利率冲击对 Ｓｈｉｂｏｒ 变动的解释力几乎为零。 ２０１６ 年后，其解释力度逐渐上升，
并且受整体市场流动性的影响，Ｓｈｉｂｏｒ７ 在 ２０１７ 年第三季度前后快速下降，出现了较大的波动。 由

于 Ｓｈｉｂｏｒ 利率代表大型银行资金利率，而大型银行是货币市场上主要的资金融出方，因此，ＳＬＦ 利

率冲击对 Ｓｈｉｂｏｒ 变动的解释力要强于 ＤＲ００１ 与 ＤＲ００７。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初，逆回购利率冲击对

Ｓｈｉｂｏｒ１ 的解释力快速下降至 ２５％左右。 此后，随着逆回购操作频率的上升，逆回购加权利率冲击

的解释力不断上升，并在 ２０１６ 年达到最大值，对 Ｓｈｉｂｏｒ１ 变动的解释力在 ６０％ 左右，对 Ｓｈｉｂｏｒ７ 的

解释力在 ７０％ 。 但在进入 ２０１７ 年后，两者都快速下降至 ４０％左右的水平，其中 Ｓｈｉｂｏｒ７ 的下降趋

势十分明显。

图 ５　 Ｓｈｉｂｏｒ１ 和 Ｓｈｉｂｏｒ７ 对 ＳＬＦ 和逆回购加权利率变动冲击的时变方差分解

图 ６　 Ｒ００１ 和 Ｒ００７ 对 ＳＬＦ 和逆回购加权利率变动冲击的时变方差分解

７７

① 限于篇幅限制，对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与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的时变参数模型估计结果、时变脉冲响应函数

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二）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变动分析

与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的参与者是存款类金融机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主要由 １８
家商业银行报价不同，银行间质押式回购有更广泛的参与者，主要包括银行、基金、保险、券商、特
殊结算机构等。 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的形成是由更多的市场主体对资金的供给与需求所

决定的。 因此，其波动性高于其他两个市场利率。 由图 ５ 可知，ＳＬＦ 利率冲击对 Ｒ００１ 与 Ｒ００７ 的

解释力度及变动情况，与 ＤＲ００１ 和 ＤＲ００７ 类似，但逆回购利率冲击对 Ｒ００１ 与 Ｒ００７ 的解释力在当

前在 ４０％与 ３０％左右的水平。 这表明，当前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变动主要由其自身所决

定，受逆回购和 ＳＬＦ 变动的冲击较为有限。

五、 结论与建议

本文首先基于平均法定准备金制度，构建 ＳＬＦ 与公开市场逆回购模式下，央行不同的利率调

控方式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的理论模型。 理论模型推论表明：（１）逆回购不同期限的投放比例

的变化会改变逆回购市场投放的单位资金的价格，不同期限的逆回购利率按其投放数量得到的逆

回购加权利率的上升将引起市场利率水平的上升；（２）平均法定准备金的实施将有效降低货币市

场利率的波动，ＳＬＦ 利率与逆回购加权利率的调整对货币市场利率影响的大小受银行个体流动性

水平与央行展开逆回购的概率的影响，具有时变特征；（３）当市场整体流动性不足时，采用逆回购

操作能取得较好的调控效果，当市场流动性问题是由流动性传导不畅导致的局部流动性问题时，
通过调整 ＳＬＦ 利率能对流动性起到引导的作用；（４）若央行以逆回购为主要调控方式，则 ＳＬＦ 利率

引导市场利率的效果弱于逆回购。 当前，逆回购加权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在 ５０％左右，但
随着 ＳＬＦ 申请数量的上升，ＳＬＦ 的影响不断增强。

然后，通过将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和银行间质押式回

购加权利率，分别与隔夜 ＳＬＦ 利率和逆回购加权利率构建时变参数模型，考察不同货币市场利率

的时变脉冲响应函数和时变方差分解，进而对理论模型的推论进行检验，实证结果与理论模型推

论基本相符。 三种货币市场利率对 ＳＬＦ 利率变动冲击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都呈现很强的时变

特征，但时变脉冲响应都相对较弱，且从时变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ＳＬＦ 利率冲击对三种不同利率

的提前 ４ 期和提前 １２ 期变动的解释力也很低。 这主要是由于，虽然平均法定准备金制度的实施

和 ＳＬＦ 工具的设立使我国的利率走廊体系基本形成，但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外汇储备的下降和国际

资本外流使我国基础货币数量不断下降，央行更多地采用逆回购调控方式，因此，ＳＬＦ 的影响弱

于逆回购。 但随着 ＳＬＦ 申请数量的上升，其影响不断增强。 不同于利率走廊以“预期效应”和

“告示效应”（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的调控方式引导短期利率，逆回购操作能够及时对市场整体

流动性水平进行调节，进而引导短期利率。 此时，三种利率的时变脉冲响应与时变方差分解对逆

回购加权利率变动冲击的反应十分明显。 随着我国外汇资产规模和国际资本流动趋于稳定，央
行逆回购操作频率的下降，逆回购冲击强度有所减弱。 从最近一年三种货币市场利率的时变方

差分解的结果来看，逆回购加权利率变动冲击对 ＤＲ００１ 与 ＤＲ００７ 的变动有着最高解释力，分别

在 ５０％和 ４０％左右，并处于稳定的状态。 对 Ｓｈｉｂｏｒ７ 变动的解释力从此前最高的 ８０％ 下降到与

Ｓｈｉｂｏｒ１ 相同，接近 ４０％ 。 而对 Ｒ００１ 与 Ｒ００７ 变动的解释力在 ３０％ ，低于其他两种利率。 由于隔

夜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 ＤＲ００１ 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最顺畅，因此可作为央行目前利率

操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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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我们提出以下建议：（１）公开市场逆回购与利率走廊相结

合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更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２）相对于直接提升某种期限逆回购的利

率水平，通过增加较长期限资金的比例，隐性提升公开市场的融资成本，从而提升市场利率，这种

调整方式更为灵活而且冲击较小。 （３）央行应适当调整一级交易商中的金融机构组成，增加如

基金、信托以及保险等其他金融公司，提升逆回购操作和 ＳＬＦ 对市场流动性水平的影响以及市场

利率的引导。 （４）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的 ＳＬＦ 操作的合格抵押品主要包括国债和国家开发

银行政策性金融债，抵押品范围十分有限。 未来我国必须进一步完善债券评级制度，扩大央行合

格抵押品范围。 避免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金融机构抵押品不足导致货币政策实施受阻。 （５）逐步

完成由目前两种调控方式并存向以利率走廊调控为主的转换。 利率走廊的“告示效应”和“预期效

应”，有利于稳定市场上金融机构的预期，降低短期利率的波动。 降低公开市场操作的频率能够减

少央行的操作成本，提高央行货币政策透明度，减少政策对市场的干扰，使我国最终完成利率市场

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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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Ｊ Ｄ ，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ｏｒ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Ｆｕｎｄ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 １０４， Ｎｏ １， １９９６，ｐｐ ２６ － ５６．

９７



１９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Ｊ Ｄ ，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８７，Ｎｏ １，１９９７，ｐｐ ８０ － ９７．

２０ Ｋｏｐｃｈａｋ， Ｓ Ｊ ， Ｔｈｅ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ｏｒ Ｏｐｅ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ａｎｋｉｎｇ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Ｖｏｌ ３５，Ｎｏ １２，２０１１，

ｐｐ ３２９２ － ３２９９．

２１ Ｍｏｓｃｈｉｔｚ， Ｊ ，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ｎ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 Ａｒｅ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Ｖｏｌ ６６，

Ｎｏ １，２００４，ｐｐ ３３ － ５１．

２２ Ｎａｋａｊｉｍａ， Ｊ ，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ＶＡＲ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９，２０１１，ｐｐ １０７ － １４２．

２３ Ｐｒｉｍｉｃｅｒｉ， Ｇ Ｅ ， Ｔｉｍｅ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Ｖ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７２，

Ｎｏ ３，２００５，ｐｐ ８２１ － ８５２．

２４ Ｗｈｉｔｅｓｅｌｌ， Ｗ ，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５３， Ｎｏ ６， ２００６，ｐｐ １１７７ － １１９５．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Ｒｅｐｏ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

ｏｎ Ｍｏｎｅ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
ＹＵＡＮ Ｈｕｉｐｉｎｇ， ＷＵ Ｍｉｎｇｚｈｏｕ ＆ ＬＩＵ Ｔａｎｇｙｏｎｇ （Ｘｉａｍ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３６１００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ｒｅｐ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ｅ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１）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ｒｅｐｏ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ｒｅ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ｈ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ｍｏｎｅ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ａｔｅｓ； （２）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ｒｅｐｏ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ｍｏｎｅ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ａｔｅ ｓｈｏｗｓ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ｒｅｐｏ；（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ｒｅｐｏ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ｎｅ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ａｔｅ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５０％ ，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ｓ ｗｅａｋ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ｒｅｐｏ， ｂｕｔ ａｓ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ｇｒｏｗ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ｂａｎｋ ｐｌｅｄｇｅｄ ｒｅｐｏ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ｔｅｒｂａｎｋ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ｎｉｇｈ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ｐｌｅｄｇｅｄ ｒｅｐｏ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
ｅｎｓｕｒｅｓ ｓｍｏｏｔｈｅｒ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ｏ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Ｒｅｐｏ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Ｍｏｎｅ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ＪＥＬ： Ｅ４３， Ｅ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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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 ３９， Ｎｏ ７，２０１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