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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开放经济货币政策研究》通过对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量、利率、汇率与价格和产出之间关系的
分析，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开放格局和货币制度，研究开放经济货币政策目标的确定、汇率制度的选
择以及本外币政策的协调。
在此基础上，探索了开放经济的最优政策规则。
　　一、开放经济货币政策是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期对货币政策的研究都是在
封闭条件下进行的。
在封闭经济货币政策研究中，我们可以假定在既定的外部环境下，根据国内经济的需要实施相应的货
币政策，实现预期的目标。
在开放经济下，各国经济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依存性。
一国的政策行为有可能影响到其他国家经济的均衡，政策的实施具有溢出效应。
同时，一国货币政策的行为结果也将与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的反应有关。
这种相互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一国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政策努力。
而且，开放经济中，货币因素影响实际经济的新渠道也随之出现。
比如说汇率的变动，在货币冲击与产出和通货膨胀变动的关系之间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此，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得不考虑一个封闭经济不需要考虑的因素：政策是否要根据汇率的变动而
调整？
是否可以利用货币政策来稳定汇率？
国家之间的货币政策是否应相互协调呢？
这些命题是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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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对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量、利率、汇率与价格和产出之间关系的分析，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
开放格局和货币制度，研究开放经济货币政策目标的确定、汇率制度的选择以及本外币政策的协调。
在此基础上，探索了开放经济的最优政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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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把货币作为一种金融资产，需要我们根据资产的流动性确定货币的范围。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金融资产的种类及其流动性是变动的，金融创新活动使得金融资产的变动
性大大增强，相应地，货币的设定必须是动态的，货币量必须根据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的变动情况适时
地加以调整，这样才能使货币量发挥应有的监测作用。
我国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转轨时期，经济的货币化程度、金融资产的发育程度
可以说处于急剧变动中，货币量指标的确定如果采取一种简单化和静态化的处理方法，其研究结论的
偏差有可能非常大。
中国于1994年公布货币量后，只是在2001年和2002年对货币量指标进行过微调，没有能根据中国经济
货币化和金融深化的发展进程实施相应的调整，这很有可能会导致货币量与国民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
性减弱。
中国人民银行应该提高货币供应量调整的频率。
　　把货币作为一种金融资产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各种金融资产的“货币性”或者说“流动性”是
一个程度问题，而不是有和无的问题，在现实经济运行中，所有的金融资产都有某种程度的“货币性
”，就是说都有某种程度的流动性，这使得任何资产都有某一部分在发挥着货币的功能。
这就是说，某种金融资产不是简单地可以判断为是不是货币，而是在多大程度上是货币。
但是，目前各国对货币供应量的统计都是采用是不是的方法对各层次的金融资产用简单加总的方法进
行的，这种统计方法暗含了各种货币资产之间能够完全替代的假设，这与实际经济运行明显不符。
大部分代表性消费者都会持有不同货币资产的组合而不是只持有某一种货币资产。
同时，Fisher（1922）曾指出，简单相加的总量具有偏误性和易变性这两种最差的指数统计性质，而货
币量作为一种总量指数，应该满足总量统计的各种良好的性质。
此外，简单相加的货币总量对每一种资产同等对待，而随着货币层次的提高，其中包括的货币资产往
往更多的发挥价值贮藏功能，而不是货币最基本的交易媒介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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