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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

马　骏　何晓贝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摘　要：本文在梳理学术文献和国际经验基础上，讨论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潜

在冲突和协调机制。国际文献的初步结论是，为了同时实现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目标，大部分

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反向操作（由于政策的替代性），但有时也需要两者同向操

作（由于政策的互补性），最优政策组合取决于宏观冲击的类别和风险的来源。本文认为，选择

最优组合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实证问题，除了冲击类别和风险来源外，不同的金融体制和经济

周期阶段也会影响选择结果。因此，货币政策当局与宏观审慎当局之间需要建立有效的协调机

制，并加强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溢出效应”的分析能力。基于上述理论，针对我国“双支

柱”决策的现状和问题提出如下改革建议：一是从法律上明确中央银行的金融稳定职责。二

是建立在同一框架内分析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方法和工具。三是将金融监管部门的

主要宏观审慎政策决策权集中至中央银行。四是建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流程

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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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传统上，许多国家的货币政策以价格稳定和就业稳定为主要目标，基本不考虑金融

稳定，而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动摇了这一传统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危机的教训是，
价格稳定不意味着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持续稳定；在价格稳定的情况下，仍可能出现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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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资产泡沫甚至金融危机。导致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机构的顺周期行为，例

如经济上行时，由于监管体系的顺周期性?，信贷和投资过度扩张，杠杆率提高，容易产

生资产泡沫；经济下行时，信贷和投资会过度收缩，强化经济下行压力和资产缩水。近

十年来，在２０国集团（Ｇ２０）和金融稳定理事会（ＦＳＢ）等国际平台达成的共识推动下，
大部分国家开始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采用逆周期的监管理念和方法，如引入逆周

期资本缓冲、提高拨备计提的前瞻性、动态拨备，引入杠杆率最低标准、强化贷款价值

比（ＬＴＶ）的监管以及开展宏观压力测试等。根据 ＩＭＦ（２０１６）的综述，截至２０１６年，
全球约１００个国家采用了某种形式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或某些宏观审慎管理工具。然
而，关于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问题，无论是在目标层面还是工具操作层面，

政策研究和学术界仍有较大分歧。比如，就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分工问题，文

献中至少有两种观点。

图１　历年使用宏观审慎工具的国家累计个数
注：ＤＴＩ＝债务收入比，ＤＰ＝动态拨备，ＣＴＣ＝逆周期资本缓冲，ＳＩＦ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

构，ＬＴＶ＝贷款价值比。
数据来源：Ｃｅｒｕｔｔ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７）数据库。

第一种观点接近于传统上的ＪａｃｋｓｏｎＨｏｌｅ共识，即货币政策应该负责价格（和就业）
稳定，宏观审慎政策应该负责金融稳定。该观点认为，货币政策不需要将资产价格纳入目

标，只有在金融稳定影响了价格稳定时货币政策才应该进行干预。虽然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
危机后全球许多中央银行开始更加关注金融稳定，但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货币政策

无法有效应对金融风险，必须引入宏观审慎政策，如资本充足率要求可使银行将其贷款的

风险内部化（Ｃｏｌｌａｒ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７）。采用宏观审慎政策专门应对金融风险，货币政策就可
专注于维护价格稳定。根据这种观点，货币当局将价格稳定作为目标，宏观审慎当局将金

? 包括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贷款损失拨备的顺周期性以及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顺周期效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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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稳定作为目标，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对对方机构的目标影响有限，有各自的政策工

具且独立运行。

第二种观点认为，金融稳定也应该是货币政策的目标之一。国际清算银行提出金融

周期概念，认为金融周期比经济周期长得多，宏观审慎政策很难熨平金融周期，需要货币

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共同配合以熨平金融周期的波动（Ｂｏｒｉｏ，２０１４）。货币政策应该将
金融稳定作为目标，但应作为次要目标，货币政策应采用“逆风调节政策”，在金融风险累

积起来时提前收紧货币政策以控制金融风险，原因在于货币政策的最大优势是能广泛弥

补金融系统中存在的大部分漏洞（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３）。
对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目标之间关系的认知，是影响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机

构设置和制度安排的重要因素。实践中，各国有关金融稳定的制度安排有很大差异，而不

同的机构设置意味着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机制也有较大差别。总体来看，政

策实践者和学术界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关系和协调机制尚缺乏共识，部分

原因可能在于各国情况（包括不同决策机构之间的协调性、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决策者

考虑外部性的偏好和能力等）确实存在很大差异。

目前我国对宏观审慎政策的讨论很多，央行成立了“宏观审慎局”、提出了建立“双支

柱”调控框架的目标，但我国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具体分工与协调机制还需

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多头参与宏观审慎管理，可能会出现“监管叠加、

碰头”的问题，部分货币政策和审慎工具之间有交叉重叠，且有待对政策效果开展机制性

评估。

在此背景下，本文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探讨以下问题：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

间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如何设计政策框架和协调机制以有效实现价格稳定和金融

稳定目标？各决策和监管部门之间应如何分工协助？

本文后续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理论角度分析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关系和作

用机制，从实践角度探讨发达国家的政策协调机制。第三部分探讨我国“双支柱”调控框

架面临的几个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和改革方向。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二、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关系和协调机制

（一）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关系

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之间关系复杂，体现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既有一定

替代性，也有一定互补性。

首先，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性。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

的传导机制有相似性，都会通过影响金融机构（尤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影响宏观经济和

金融稳定。例如，放松货币政策（如降息）和放松宏观审慎政策（如放松银行资本充足率）

都会刺激信贷供给，推动经济扩张。假设政策目标是扩张经济、提升通胀率，但由于某些

原因不适合过度松动货币政策，可通过放松宏观审慎政策来提升通胀（或产出）目标；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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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如果出于某些原因不适合放松宏观审慎政策，可用较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实现这一

目标。

其次，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性。例如，许多实证研究

（Ｍａｄｄａｌｏｎ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２０１３，Ｄｅｌｌ＇Ａｒｉｃｃｉ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Ａｌｔｕｎｂａ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０）显示货币政策
会通过风险承担渠道影响金融稳定（如长期的低利率会导致银行和企业过度加杠杆）。

在经济已经过热、杠杆已经过度的情况下，要实现金融稳定的目标，必须“同时”实施稳健

的宏观审慎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如果没有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来降低尾部风险，货币

政策本身也难以有效实现稳定经济的目标。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替代性决定了两者可能形成政策叠加，导致不必要的经

济或金融波动，降低社会福利；也可能由于互补性，使一个政策因缺乏另一个政策的配合

而无法实现目标。然而，哪些情况下以替代性为主，哪些以互补性为主，现有文献结论认

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模型参数设置和宏观情景。ＣｅｃｃｈｅｔｔｉａｎｄＫｏｈｌｅｒ（２０１４）认为，如
果两种政策都以经济稳定为目标（如通胀和产出缺口），那么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是

完全替代关系。如果用风险利差作为金融稳定的代理变量，并将金融稳定在福利函数中

的比重提高到一定阈值，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就成为互补的工具，如提高资本充足率

的同时也需要配合加息。Ａｉｋ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用危机发生的概率作为金融稳定的代理变
量来求解最优的政策组合，发现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关系既取决于模型参数，也取

决于冲击类型。在常规的模型参数设置以及典型的冲击情形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

策是替代关系，但在面临某些冲击时两者会呈现互补关系。例如，发生正向的成本推动冲

击时，最优的政策组合是提高利率，放松逆周期资本缓冲，意味着这种情景下两种政策是

替代关系，如果同向操作会造成政策叠加；面临信贷需求冲击时，最优政策组合是提高利

率并收紧逆周期资本缓冲，即互补效应占主导，只有同向操作才能有效地实现价格稳定和

金融稳定目标。根据 Ａｉｋ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的模型，影响最优政策组合的参数有很多，包
括价格黏性（影响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产出与利率的关系（影响总需求曲线的斜率）

等，但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政策制定者的偏好，即金融稳定在福利函数中的相对权重。

也就是说，影响两种政策之间关系的参数与一国的经济金融结构特征、经济所处周期

阶段以及政策传导机制有关，因此须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尤其是

要用本国数据估计或校准模型参数，建立适用于本国的、不同宏观情景（冲击）下的分

析模型。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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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Ａｉｋ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不同类型冲击下的最优政策组合

冲击 货币政策 宏观审慎政策 关系

信贷质量上升 放松 收紧 替代

需求上升 收紧 放松 替代

成本上升 收紧 放松 替代

风险溢价上升 放松 放松 互补

信贷质量和需求同时上升 收紧 收紧 互补

信贷质量上升，需求下降 放松 收紧 替代

信贷质量上升，风险溢价下降 不变 收紧 中性

信贷质量和需求上升，风险溢价下降 收紧 收紧 互补

　　资料来源：Ａｉｋ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二）多大程度上进行协调

由于不同的宏观情景（冲击）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两

者的关系并非基于线性公式），建立有效的政策协调机制是提高政策组合效果的必要条

件。然而，两种政策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协调，文献里也有一些争议。

ＶａｎｄｅｒＧｈｏｔｅ（２０１８）在一个ＤＳＧＥ模型中模拟两种政策制定机制：一是货币政策和
宏观审慎政策采用同一个目标函数、共同制定最优政策（完全协调的模式）；二是货币政

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分别采用各自的目标方程，但将对方政策影响纳入考量（部分协调的

模式）。结果显示，采用共同的最优方程比分开制定政策的方式有利于提升福利水平。

ＣｅｃｃｈｅｔｔｉａｎｄＫｏｈｌｅｒ（２０１４）则认为，在常规的福利函数设置下，完全协调模式并没有比部
分协调模式带来很大的福利提升。只有当福利函数里金融稳定的权重足够大，完全协调

模式才显著优于部分协调模式。Ｓｖｅｎｓｓｏｎ（２０１８）则认为，考虑到两种政策目标的侧重，货
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各自制定决策时都将对方的政策纳入考量，就能实现纳什均衡

下的最优解，即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应由不同的政策部门分别独立制定，只要双方都

及时有效地将对方部门的政策变动纳入本部门的统筹考虑中，两个部门就可以各自有效

地实现自身政策目标。

（三）政策协调的具体实践

在实践中，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能力取决于决策者对两者关系的理解程

度、机构设置的路径、经济金融冲击的类别等一系列复杂因素。协调能力受两方面影响：

一是协调机制，决定了两类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能否将政策的“溢出”效应充分纳入考量；

二是分析能力，决定了决策者是否真正理解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和宏观审慎政策

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要实现有效的协调，协调机制和分析能力缺一不可。

虽然学术界对金融稳定是否是“货币政策的目标”存在争议，但在实践中，金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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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通常是“中央银行的目标”。原因在于大部分央行都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在发

生金融危机时通常需要央行的政策干预，包括提供紧急流动性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

但在实践中，央行未必是负责金融稳定的单一机构或主要机构。因此，负责制定货币

政策的货币当局与负责制定金融稳定政策的宏观审慎当局之间的协调机制至关重要。

通过研究英国和美国的两类协调机制，发现相比美国，英格兰银行的金融政策委员会

（ＦＰＣ）与货币政策委员会（ＭＰＣ）之间的协调较透明，职责相对清晰，有利于形成接近
最优的政策组合。

２０１３年英格兰银行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ＭＰＣ）和金融政策委员会（ＦＰＣ），分别负责
制定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政策目标和机构运行保持相续独立。两个委员会的协调

机制包括：第一，英格兰银行行长同时是两个委员会的主席。分管货币政策的副行长是金

融政策委员会的成员，分管金融稳定的副行长是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且两位副行长都

有两个委员会的投票权，保证政策制定在高层得到协调安排。第二，规定各委员会须评估

自身政策对对方政策目标的影响，将评估结果向对方委员会公开，每个委员会都有义务充

分考虑对方政策对本部门目标的影响。例如，金融政策委员会在考虑调整资本充足率时

需要分析该政策对信贷情况、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影响，并将分析结果提供给货币政策委员

会。第三，各委员会的政策会议、研究讨论和文件起草须有另一个委员会的同事参与。两

个委员会可同时获得双方政策讨论和研究材料，就共同感兴趣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该

机制设计可保证两部门之间的决策信息在领导层和工作层充分交流。此外，政策制定透

明度不断提升，货币政策委员会采用前瞻指引政策，有助于金融政策委员会判断未来利率

走势，分析房地产市场潜在风险。

美国的宏观审慎政策架构与英国明显不同。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也对金融
稳定监管体系进行了改革，但保留了大部分原有的金融监管机构，新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管

委员会（ＦＳＯＣ），由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和多个金融监管机构担任委员。ＦＳＯＣ并没有直
接制定和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权力，仅能向美联储和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如联邦存款保

险公司、证监会、美国货币监理署等）提供不具约束力的政策建议。ＦＳＯＣ主要承担认定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工作，负责各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协调，对各领域的风险进

行识别并将风险分析结果向国会及各个监管部门汇报。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宏

观审慎工具种类比较少（Ｆｉｓｃｈｅｒ，２０１５），且具体的宏观审慎工具分散在不同监管部门中。
由于缺乏制定宏观审慎工具的实际权力，ＦＳＯＣ的协调职能实际效果有限（Ｆｉｓｃｈｅｒ，
２０１５）。

早期，各国中央银行的宏观经济分析缺乏对金融稳定的分析，如宏观预测模型只研

究货币政策工具（如政策利率调整）对就业、产出和通胀的影响，不研究货币政策工具

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传统的审慎监管机构所使用的微观压力测试也只研究在若干宏观

冲击情况下（如 ＧＤＰ下降、房价下降）对单个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指标和不良率
的影响，不研究宏观审慎措施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事实上，２００８年以前央行或监管机
构均尚未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下研究。但国际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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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多个发达国家的央行都在积极完善和扩展其宏观审慎政策分析框架，核心内容至

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将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以及宏观审慎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纳入各自

的政策分析框架。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多个央行开始开发宏观金融模型，研究
经济周期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反馈和加速机制，作为金融稳定当局进行宏观压力测试的工

具。目前宏观压力测试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宏观审慎工具箱的常用工具，例如英格

兰银行的宏观金融反馈机制模型（ＦＬＡＭＥ），加拿大央行的宏观金融风险评估体系
（ＭＦＲＡＦ）和欧洲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压力测试模型（ＳＴＡＭＰ）。对宏观情景和冲击的分
析通常作为模型中的第一个模块，其中货币政策和利率走势是构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行为方程的重要因素；金融风险传染机制是模型的核心模块。

二是研究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组合的分析框架。如前文所述，货币政策与宏观

审慎政策有时需要同向操作以实现两者的目标，有时需要反向操作以避免政策叠加，这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冲击的类型和来源。由于冲击都是不可观测的变量，要求政策当局具

备有效的政策分析框架。一方面，需要货币当局和宏观审慎当局在一个统一的宏观经济

分析框架下识别宏观冲击的类型和来源，设计最佳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配合模式；

另一方面，需要对政策效果进行定量评估，校准两类政策的调整力度，提出最佳政策组合

的建议。

三、“双支柱”调控的中国实践和改革方向

（一）现状

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保持物价稳定、支持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货币政策对

ＣＰＩ、ＰＰＩ和经济与就业指标比较敏感。人民银行从 ２０１６年开始引入宏观审慎评估
（ＭＰＡ），主要目的是宏观调控，即保证预期Ｍ２和贷款增速以及部分结构性指标（如支持
小微、“三农”、绿色产业）得以落实，并鼓励审慎经营和风险控制（如将同业纳入考核等）。

根据目前的实际操作，ＭＰＡ希望同时影响贷款增长、风险控制、结构调整、定价方式改革
等银行行为。ＭＰＡ考核结果会影响银行的贷款扩张能力和意愿，也可能影响银行获得的
存款准备金利率。同时，很多宏观审慎工具由监管部门负责制定实施，包括多层次的资本

监管要求（最低资本要求、储备资本要求、逆周期资本要求等）、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流

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例、流动性比例、流动性匹配率和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杠

杆率管理办法、资本质量要求等。

可见，央行与金融管理部门在宏观审慎管理和部分微观审慎监管职能上有重叠，货

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协调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为解决金融监管协调问题，

２０１７年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强化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２０１８年机
构改革方案明确将银监会和保监会的职责整合，并将银监会和保监会拟订银行业、保险业

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专门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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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微观监管职能，包括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以及消费者保护等行为监管。但截至目

前，大部分宏观审慎工具仍在监管部门管辖范围内。

表２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工具的使用：中国现状

目标 工具 决策依据 待完善方向

货币政策
增长、就业、物

价

利率、准备金率、公开

市场操作等
多目标平衡

决策上可加强量化模

型支持

央行ＭＰＡ和其他
落实 货 币 政

策、金融稳定、

结构调整

合意贷款规模、准备金

利率、贷款价值比、系

统重要性银行认定、沟

通等

多目标平衡
需进一步量化评估效

果

金融监管部门审

慎政策

宏观和微观审

慎管理

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

例等多种宏观和微观

审慎工具

维护银行体系

稳健运行

与央行负责的宏观审

慎工具有重合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二）问题

从我国目前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关系来看，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有关金融稳定。我国货币政策目标主要是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和国际收支平

衡，有时也考虑金融稳定、结构性调整和改革等。但金融稳定在货币政策决策中定位尚不

明确。

二是ＭＰＡ机制。ＭＰＡ考核包括７大类１６个项目指标，目标至少包括以下四类：其一
是货币信贷政策执行目标，包括信贷增速、委托贷款、同业贷款等指标；其二是风险控制目

标，包括资本充足率、杠杆率、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跨境融资风险加权资产等指标；其

三是结构调整目标，包括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含对小微、“三农”、绿色产业贷款的指标；其

四是改革目标，如定价行为等（以引导银行强化市场化定价机制）。在这四类目标中，货

币政策执行目标最重要，金融稳定目标其次。同时，ＭＰＡ工具的使用还需量化评估。
三是ＭＰＡ与监管部门审慎工具之间的协调。审慎监管政策出台前如果缺乏和央行

的有效沟通，可能导致监管叠加等问题。

四是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都需进一步加强评估政策效果的定量模型和最优政策组合

的分析框架。例如，监管当局缺乏定量评估审慎工具调整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方法，也尚未

建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政策组合分析框架，这可能导致政策叠加，加剧经济波动

和金融风险；也可能导致政策冲突，降低政策效果。

（三）改革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借鉴国际理论和相关实践，提出如下初步改革思路。

第一，从法律上明确中央银行的金融稳定职责。目前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中规定了

中国人民银行的１３项职责，其中未包括涉及金融稳定方面的具体内容。应从法律上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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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宏观慎审政策、维护金融稳定的具体职责。明确金融稳定职责的法

律依据有助于建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协调机制，强化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和

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能力。

第二，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溢出效应”的分析能力，尤其是数量分析能力，

这需要人力资源投入和国际合作方面长时间的积累。

（１）短期目标。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ＦＳＡＰ）方法，开发金融
压力测试模型（包括对单个机构的压力测试模型和对整个银行体系的压力测试模型）；建

立针对特定领域（如地方隐性债务和房地产）金融风险的数据库与预警系统；建立系统性

风险监测模型（马骏等，２０１９）及时识别风险。
（２）长期目标。一是建立分析宏观审慎政策效果的宏观经济模型，用于模拟资本充

足率、流动性比例等政策工具变化对经济增长、信贷、就业、物价等宏观变量以及金融稳定

指标（如宏观杠杆率）等的影响。二是建立分析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模型，用于分

析货币政策工具（如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对宏观变量以及金融稳定指标（如宏观

杠杆率、银行不良率、资产价格、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等）的影响。三是建立货币政策

与宏观审慎政策最佳组合模型。基于学术研究成果总结并不断更新各类型冲击／情景下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应对措施。例如，在正向成本推动冲击时提高利率并放松逆

周期资本缓冲；在正向信贷需求冲击时提高利率并收紧逆周期资本缓冲。四是建立宏观

金融压力测试模型。借鉴欧央行、英格兰银行和加拿大央行的做法，建立宏观金融压力测

试模型（马骏等，２０１９），测试在金融危机在金融机构之间的传染机制以及危机对宏观经
济的影响。五是建立与发达国家央行、国际组织和学术机构以及交流访问与合作机制。

派送专业研究人员到英格兰银行、欧央行、ＢＩＳ等机构学习，联合开发经济金融模型等分
析工具，加强对宏观审慎分析的定量研究能力。充分利用高校和研究机构资源，合作研发

和维护分析工具。

第三，将金融监管部门的主要宏观审慎政策决策权集中至中央银行。为解决宏观审

慎决策过度分散化、不协调的问题，建议考虑将主要宏观审慎政策的决策权集中至中央银

行，金融监管部门负责组织落实。

第四，建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流程与机制。（１）在重大货币政策出台
前，应对其金融稳定效果进行定量分析和评估。如调整政策利率和法定存款准金率时应

充分考量其对资产价格、杠杆行为和银行稳健性指标的影响等。（２）在重大宏观审慎政
策出台前，须对其宏观经济影响进行评估，如调整资本充足率、最低首付比例、基建项目资

本金比例等监管要求时应考虑其对信贷、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影响。

四、结　论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在政策目标和传导机制方面存在复杂联系，货币政策对金

融稳定的影响和宏观审慎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即“溢出效应”）会影响两种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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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性和政策目标的实现。对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关系以及最优协调方式的认

知，是影响各国金融稳定政策机构设置和制度安排的重要因素。本文对相关的学术文献

进行了梳理，得到的初步结论是，为同时实现价格和金融稳定目标，大部分情况下需要货

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反向操作（由于政策的替代性），但有时也需要两者同向操作（由

于政策的互补性）。选择最优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组合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实证

问题，除冲击类别和风险来源外，不同的金融体制和经济周期阶段也会影响选择结果。因

此，两类政策的决策主体之间需要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加强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

“溢出效应”的量化分析能力。

基于上述理论，本文针对我国“双支柱”调控机制的现状和问题，提出如下改革建议：

从法律上明确中央银行的金融稳定职责；将金融监管部门的主要宏观审慎政策决策权集

中至中央银行；建立和完善对货币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

的分析能力、评估流程和两个决策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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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ＲａｔｅＰｏｌｉｃｙ”，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Ｂｏａｒｄ．

［４］Ａｌｔｕｎｂａｓ，Ｅ，ＬＧａｍｂａｃｏｒｔａａｎｄＤａｖｉｄＭａｒｑｕｅｓ－Ｉｂａｎｅｚ，２０１０，“Ｄｏｅｓ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ＰｏｌｉｃｙＡｆｆｅｃｔＢａｎｋＲｉｓｋ－ｔａｋｉｎｇ？，”

ＢＩ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２９８，Ｂａｎｋ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５］Ａｙｄｉｎｂａｓ，ＣＹａｓｉｎ，ＣｒａｉｇＨａｒｄｔ，ＪａｈａｎｇｉｒＲｚａｙｅｖ，ＭｕｒａｔＳｏｋｅｒ，ａｎｄＴｅｄＴａｙｌｏｒ，ＤｉｎａｈＷａｌｋｅｒａｎｄＰｅｉＺｈａｏ，２０１５，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ｆｏｒ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Ｍａｃｒｏ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ｏＥａｎｄＦＳＯＣ”，Ｓｃｈｏｏｌ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Ｃ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

［６］Ｂｏｒｉｏ，Ｃｌａｕｄｉｏ，２０１４，“Ｍａｃｒｏ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ｔｏｏ）Ｇｒｅａｔ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ＢＩＳＳｐｅｅｃｈ，ｔｈｅ２５ｔｈ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ａｎｋ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

［７］Ｂｒｏａｄｂｅｎｔ，Ｂｅｎ，２０１８，“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ａｎｄｍａｃｒｏ－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ＴｈｅＣａｓｅｆｏｒａ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ｗｅｒｓ”，ＲｅｓｅｒｖｅＢａｎｋ

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ｙｄｎｅｙｖｉａｖｉｄｅｏｌｉｎｋｆｒｏｍＢａｎｋ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

［８］Ｃｅｃｃｈｅｔｔｉ，ＳａｎｄＭａｒｉｏｎＫｏｈｌｅｒ，２０１４，“Ｗｈｅ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ｄｅｑｕａｃ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ＲａｔｅＰｏｌｉｃｙＡｒｅ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Ａｎｄ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ＡｒｅＮｏ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ａｎｋｉｎｇ，Ｖｏｌ１０（３），ｐａｇｅｓ２０５～２３１，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９］Ｃｅｒｕｔｔｉ，Ｅｕｇｅｎｉｏ，Ｃｌａｅｓｓｅｎｓ，ＳｔｉｊｎａｎｄＬａｅｖｅｎ，Ｌｕｃ，２０１７．“ＴｈｅＵｓ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Ｍａｃｒｏ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Ｎｅｗ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ｖｏｌ．２８（Ｃ），ｐａｇｅｓ２０３～２２４．

［１０］Ｃｏｌｌａｒｄ，Ｆａｂｒｉｃｅ，ＨａｒｒｉｓＤｅｌｌａｓ，ＢｅｈｚａｄＤｉｂａ，ａｎｄＯｌｉｖｉｅｒＬｏｉｓｅｌ．２０１７．“Ｏｐｔｉｍａｌ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ａｎｄ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９（１）：４０～８７．

［１１］Ｄｅｌｌ＇Ａｒｉｃｃｉａ，Ｇ，ＬｕｃＬａｅｖｅｎａｎｄＧｕｓｔａｖｏＡＳｕａｒｅｚ，２０１７“Ｂａｎｋ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ａｎｄ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ＰｏｌｉｃｙｓＲｉｓｋ－Ｔａｋｉｎ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７２（２），ｐａｇｅｓ６１３

～６５４．

［１２］Ｅｄｇｅ，ＲｏｃｈｅｌｌｅａｎｄＮｅｌｌｉｅＬｉａｎｇ，２０１７，“Ｎｅ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１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ａｎｋｓ”，ＲｅｓｅｒｖｅＢａｎｋ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Ｖｏｌｕ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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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Ｆｉｌａｒｄｏ，Ａｎｄｒｅｗ，２００４，“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ＡｓｓｅｔＰｒｉｃｅＢｕｂｂｌｅｓ：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Ｐｏｌｉｃｙ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ＢＩ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Ｎｏ．１５５．

［１４］Ｆｉｓｃｈｅｒ，Ｓｔａｎｌｅｙ，２０１５Ｍａｃｒｏ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ｔｈｅＵ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ｐｅｅｃｈａｔ５９ｔｈ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ＢａｎｋｏｆＢｏｓｔ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１５］ＩＭＦ，２０１６，“Ｋｅｙ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Ｍａｃｒｏ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

［１６］Ｋｏｈｎ，Ｄｏｎａｌｄ，２０１５，“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Ｍａｃｒｏ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ｄ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ＴｈｅＣａｓｅｆｏｒＴｗｏ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ａｔＦＲＢ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１７］Ｍａｄｄａｌｏｎｉ，ＡａｎｄＪｏｓｅ－ＬｕｉｓＰｅｙｄｒｏ，２０１１，“ＢａｎｋＲｉｓｋ－ｔａｋｉｎｇ，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Ｌｏｗ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ｕｒｏ－ａｒｅ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Ｌｅｎｄ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２４（６），ｐａｇｅｓ２１２１～２１６５．

［１８］Ｍａｄｄａｌｏｎｉａ，ＡａｎｄＪｏｓｅ－ＬｕｉｓＰｅｙｄｒｏ，２０１３，“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ｃｒｏ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Ｂａｎｋｉｎｇ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ｕｒｏＡｒｅ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ａｎｋ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ａｎｋｉｎｇ，Ｖｏｌ

９（１），ｐａｇｅｓ１２１～１６９，Ｍａｒｃｈ．

［１９］Ｓｍｅｔｓ，Ｆｒａｎｋ，２０１４，“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Ｐｏｌｉｃｙ：ＨｏｗＣｌｏｓｅｌｙＩｎｔｅｒｌｉｎｋｅ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ａｎｋ．

［２０］Ｓｔｅｉｎ，ＪｅｒｅｍｙＣ，２０１３，“ＯｖｅｒｈｅａｔｉｎｇｉｎＣｒｅｄｉｔＭａｒｋｅｔｓ：Ｏｒｉｇｉｎ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Ｓｐｅｅｃｈ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ａｔ“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Ｗｈｙ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ＢａｌａｎｃｅＳｈｅｅｔｓＭａｔｔｅｒ，”

ａ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ＢａｎｋｏｆＳｔＬｏｕｉｓ

［２１］Ｓｖｅｎｓｓｏｎ，ＬａｒｓＥＯ，２０１８，“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Ｍａｃｒｏ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ｎｄ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Ｒｅｖｕｅｃａｎａｄｉｅｎｎｅ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５１：８０２～８２７

［２２］ＶａｎｄｅｒＧｈｏｔｅ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２０１８，“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ａｔ

ｔｈｅ３ｒｄＡｎｎｕａｌＥＣＢＭａｃｒｏ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Ｍａｃｒｏ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Ｊｕｎ　ＨＥＸｉａｏｂｅ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ｕｍｍａｒｙ：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ｗ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ｍａｃｒｏ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ａｃｉｎｇ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ｗｉｎ－ｐｉｌｌａ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ｐｒｏｐｏｓｅａ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ｒｅｆｏｒｍ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Ｗｈｉｌｅ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ａｆｆｅｃｔ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ｒｉｓｋ－ｔａｋｉｎｇｃｈａｎｎｅｌ，ｍａｃｒｏ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ｐｒｉｃ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ｏｕｔｐｕｔ．Ｒｅｃｅｎ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ｔｈａｔ，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ｔｙｐｅｓｏｆｓｈｏｃｋｓａｎ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ａｃｒｏ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ｅｉｔｈｅｒ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ｆｏｒ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

ｏｒ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ｔｏ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

Ｉ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ｓｈｏｗｎｉｎ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ａｔｕｎｄｅｒ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ｍｉｘ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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