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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内涵的辩证思考(杨巨人；1月4日)

文章作者：杨巨人

    准确、及时、全面、完整地贯彻执行货币政策，是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一项重要职责，要做好这项工作，首要一点就是要对货币政策

的内涵有一个全面深刻的理解、准确的把握。货币政策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全面性完整性，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八

个方面来理解： 

  一、独立而不孤立。《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

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就是说，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具有独立性。 

  二、稳定而不固定。只有货币政策目标长期性的实现，才能为经济正常运行创造良好的条件，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但是，

这一稳定性又是相对的，这是因为经济的发展是不断的，变化也是经常的，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变化，货币政策也应随之而变，特别是经

济运行中，会时不时地受到多方面不可测因素的冲击，这些冲击一旦出现，会对经济运行产生波动。为了减少这种波动，货币政策的操作与

调节就还需具有时效性与灵活性，通过相对的变化以实现总体稳定的政策。 

  三、调控而不全控。在国家众多的宏观调控政策中，货币政策的调控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通过调节资金的流向和流量来调节经济

活动，并通过对金融机构的信贷活动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经济行为，把国家宏观经济决策和宏观经济调节的信息传递到国民经济各个部

门、各个单位。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结构调整主要是由产业政策等来完成的。 

  四、一元而不多元。这主要是货币政策的目标定位问题，即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最终所要达到目的。如果将经济发展与币值稳定本就有

一定矛盾性的目标强扯在一起，势必就会形成首尾难顾的状况。所以说，货币政策的目标只能是一元的，只能以保卫币值的稳定为目标。 

  五、间接而不直接。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因此，它分担着宏观经济总政策的各种目标。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并不是由货币政策自身

能够直接去完成的，它只能通过调节和控制中间目标如货币供应量、利率等，从而影响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关系来实现上述目标。在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实现完全意义上的间接调控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六、传导而不领导。建立一个法制化、规范化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尤为重要，中央银行必须用经济、市场的办法，运用法律的手段，来

规范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与货币政策实施相关的各部门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币政策实施中的行政色彩与人为因素，使货币政策的传导

实施更为通畅，更为准确，更为超脱。 

  七、瞻前而不超前。货币政策的实施有时滞性，因而要求在货币政策的制定时一定要有前瞻性。但前瞻不是超前，在政策制定时虽然要

提前考虑一些可测的因素，在货币政策制定时要留下一定的弹性空间，在实际操作时因具体情况再采取措施，从而使政策更具务实性。 

  八、宏观而不微观。从归宿与根本上说，货币政策最终是中央银行为实现宏观经济目标而采取的政策，是一国宏观经济政策很重要的组

成部分，是为宏观经济目标而服务的。宏观经济目标基本上也是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旨在通过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宏观金融变量调节经

济波动，维系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保证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它通过货币供应量扩张与收缩直接影响社会需求总量及结构，进而影响总需

求与社会总供给之间的平衡。因此，宏观性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宏观的政策需要各微观的主体去承载，也即货币政策的效应

要由各微观主体来体现，在货币政策实际的操作与传导中，具体发生变化的是各微观主体，微观主体能否按照货币政策的宏观意图而给予理

解、配合与适应，对货币政策能否得到完全的落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文章出处：《金融时报》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回到顶部]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编：100732 电话：010-65136039 传真：010-65138307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