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趋紧货币政策传导效应>>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趋紧货币政策传导效应>>

13位ISBN编号：9787301203057

10位ISBN编号：7301203055

出版时间：2011-11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郝全洪

页数：243

字数：257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趋紧货币政策传导效应>>

内容概要

《中国趋紧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基于经济虚拟化视角的研究》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有效性理论进
行梳理、概括、评析，将虚拟经济理论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结合起来，着重对我国经济虚拟化条
件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尤其是股市和房市传导渠道的效应，进行详细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具体包括：对货币政策、虚拟资产价格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机理，以及经济虚拟化条件
下货币政策的虚拟资产价格传导渠道及其有效性问题，进行理论探讨；从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两条
线路研究货币政策股市和房市传导渠道的作用途径、内在机理，重点分析货币政策到股市和房市的内
部传导，以及虚拟资产价格到实体经济的外部传导的具体路径；对货币政策的各种传导渠道的效应进
行比较研究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包含虚拟资产价格指数的我国金融条件指数的可行性，进行
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最后基于本书的研究，对我国经济虚拟化条件下，如何构建高效的货币政策传
导机制，提出了具体化的政策建议。

《中国趋紧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基于经济虚拟化视角的研究》由郝全洪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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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郝全洪，男，1969年生，江苏省盐城市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理事，现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
曾在基层工作数年，有较丰富的实际工作经历。
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经济研究参考》、《学习时报》、《经济日报》、《新视野》、《理论
前沿》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主持和参加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研究。
曾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大型国有企业授课。
主要研究领域：世界经济、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国际金融和贸易、区域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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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对我国货币供求的影响。
目前，我国的货币供应量是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货币需求是货币供应数量确定的重要依据。
虚拟资产市场的发展，使我国货币供应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虚拟资产价格上扬，使货币的流动性增强，居民和机构愿意持有更多现金，导致流通中现金增长相对
过快；储蓄的机会成本加大，货币与资产之间产生替代效应，广义货币增长回落；资金需求大量从生
产领域转向非生产领域，易产生基础产业“空心化”。
在金融创新中，兼具收益性和流动性的新的金融工具不断被催生出来，货币供应量的序列在延长，层
次结构不断丰富和多样化，导致货币供应量指标的可测性和可控性有所下降。
货币供应量与一般商品量之间的对应关系日益弱化与复杂，货币供应量与宏观经济指标的相关性减弱
。
虚拟资产市场的发展，使直接融资比重不断上升，商业银行的客户贷款意愿下降，导致货币供应量减
少。
金融“脱媒”现象也愈来愈突出。
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制度，导致中央银行难以准确预测和把握进入直接融资领域的货币数量。
同时，虚拟资产市场的发展，使货币替代的趋势和程度加强，企业和居民的货币需求持续发生变化，
货币需求与其他宏观金融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趋弱。
所以，虚拟资产价格变化．使我国货币数量管理出现困难，管理的有效性有所降低。
裴平和熊鹏（2003）认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有大量货币不是被传导并作用于生产、流通和消费
等实体经济环节，而是“渗漏”到股市和银行体系“黑洞”，其效应构成了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反制
力量。
公众心理预期变化、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渗漏”效应产生的最直接和最重
要的原因。
伍志文（2002）提出“金融资产膨胀假说”来解释“中国之谜”，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考虑到金融
资产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后，传统的货币供应量与物价之间正相关的关系确实不存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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