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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现代通常意义上的货币政策是就其

狭义而言，即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

货币供应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方针措施。 2.货

币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是总体上和全方位的,表现为：调控货币

供应量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调控利率和货

币总量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稳定；调节国民收

入中消费与储蓄的比重， 引导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并实现资源

的合理配置。 3.货币政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政策

目标、中介指标、操作指标和政策工具。另外，在理论分析

和效果检验中，货币政策还包括传导机制、政策时滞和政策

效果等项内容。 4.货币政策目标是货币政策的首要问题，货

币政策目标是指通过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所期望达到的最

终目的。一般可概括为四项：稳定币值（稳定物价）、充分

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它们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

的关系：有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如充分就业与经济

增长；有的则相对独立，如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但更

多的则表现为目标间的冲突性。 5.自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

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后至1995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

人民银行法》颁布之前，我国事实上一直奉行的是双重货币

政策目标，即发展经济和稳定货币。《人民银行法》颁布之

后，货币政策目标确定为“保持货币的币值稳定，并以此促

进经济增长”。 6.货币政策中间性指标是指为实现货币政策



目标而选定的中间性或传导性金融变量，具体分为操作指标

和中介指标。操作指标是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操作能

够有效准确实现的政策变量，如准备金、基础货币等指标。

中介指标处于最终目标和操作指标之间，是中央银行通过货

币政策操作和传导后能够以一定的精确度达到的政策变量，

主要有市场利率、货币供应量。货币政策操作指标和中介指

标的选取要符合三项标准：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 7.目

前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指标主要监控基础货币、银行的超额

储备率和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回购

利率；中介指标主要监测货币供应量和以商业银行贷款总量

、货币市场交易量为代表的信用总量。 8.货币政策工具是中

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所采用的政策手段。一般性政策

工具是指法定存款准备率、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称

“三大法宝”。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①消费者信用

控制；②证券市场信用控制；③不动产信用控制；④优惠利

率；⑤预缴进口保证金；⑥其它政策工具。 9.其他政策工具

主要分两大类：一类属于直接信用控制，主要手段包括规定

利率限制及信用配额、规定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比率和直接干

预等；一类属于间接信用控制，如中央银行通过道义劝告、

窗口指导等办法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 10.“三大法

宝”作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各有特色，需配合使用。法

定存款准备金率是作用猛烈的工具，一般不轻易变动；再贴

现政策主要是告示效应，表明政策意向，但对于信贷扩张和

紧缩的调节力量较弱；公开市场业务比较灵活，易于操纵，

效果也较直接，但它要求的前提条件是中央银行有足够的实

力和发达的证券市场。 11.1995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法》颁



布后，我国货币政策工具逐渐有直接调控为主过渡到间接调

控为主。过渡时期共存的货币政策工具有贷款规模、再贴现

、利率、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贷款等，1998年我

国取消了对金融机构贷款规模的管理。 12.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是指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影响中介指标，进而最终实

现既定政策目标的传导途径和作用机理。在市场经济发达国

家，货币政策传导途径一般有三个基本环节：①从中央银行

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②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

构和金融市场到企业、居民等非金融部门的各类经济行为主

体；③从非金融部门经济行为主体到社会各经济变量。在整

个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中，金融市场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 13.货币政策时滞是指从货币政策制定到最终影响各经济变

量，实现政策目标所经过的时间，也就是货币政策传导过程

所需要的时间。货币政策时滞可分为内部时滞和外部时滞，

二者的划分是以中央银行为界限的，一般货币政策时滞更多

是指外部时滞，内部时滞又可分为认识时滞和行动时滞两部

分。 14.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信贷政策和利率政策，收缩信贷和

提高利率是“紧”的货币政策；放松信贷和降低利率则是“

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包括国家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

策，增税和减支是“紧”的财政政策，减税和增支是“松”

的财政政策。 15.仅靠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很难全面实现宏观

经济的管理目标，没有相互的配合，单个政策的效果将会大

大减弱，这就要求二者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充分发挥他们

的综合优势。“一松一紧”主要解决结构问题，单独使用“

双松”或“双紧”主要解决总量问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