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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8年1月1日，我国信贷资金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取消了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控制。
这项改革标志着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方式发生了由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的根本转变。
但是，在间接调控的框架下我国货币政策的效果不尽如人意，甚至被迫重新使用行政手段！
这些现象和问题引发了我对取消贷款规模控制后我国货币供给过程和货币政策研究的兴趣，自拟题目
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并于2003年成功立项（项目名称：“取消贷款规模控制后我国的货币供
给过程和货币政策分析”；项目号：03CJY021）。
教育部“21l工程”三期子项目“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学科平台建设”启动后，我在研究中
增加了有关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分析，尝试从经济和政治制度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层面探讨对货币供
给和货币政策的影响。
本专著是在上述项目的结项稿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在本专著的研究中，我秉承了把制度分析和计量分析相结合的指导思想，通过对取消贷款规模控
制后1998～2005年我国货币供给和货币政策的分析，得出以下观点：　　（1）我国中央银行调控货币
供应量面临很大的压力，货币供应量具有很强的内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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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我国基础货币的来源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分析、我国货币乘数稳定性实证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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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加强和改进中央银行“窗口指导”，积极改进信贷政策实施方式，提
高信贷政策实施效果，促进信贷资源合理配置和国民经济结构优化。
2005年3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将原有住房贷款优惠利率回归
到同期贷款利率水平；同时，对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的城市或地区，引导商业银行适当提高个人住房
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央行还加强商业银行存贷期限错配、信贷资金结构和流向预警监测分析，引导商业银行合理控制中长
期贷款，扩大流动资金贷款，并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地区的信贷集中状况以及信贷风险进行
动态评估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5.外汇管理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在外汇管理方面我国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部分抵消了
外汇占款带来的压力。
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平
衡的措施：一是完善经常项目管理，便利企业和个人外汇收支，切实满足企业、个人合理的经常项目
用汇需求；二是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对外开放，放宽企业购汇限制，实施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
逐步拓展资本流出渠道，支持“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三是扩大远期结售汇业务试点，允许开办外债
项下的远期业务，加快外汇市场建设，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2004.年中央银行的措施有：一是切实加强对短期资金流人的管理，严格资本项下结汇的真实性审
核，限制国内外汇贷款结汇，规范居民和非居民个人结汇行为。
出台《个人财产对外转移售付汇管理暂行办法》，允许个人合法财产向外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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