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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金融环境和不断深化的金融演进，洞察其背后的货币运行及其政策机制显得
异常重要。
《NAFMII金融译丛：货币政策·理论与实务（第2版）》打破了货币理论中经验主义的桎梏，以准确
简洁的语言、更切合现实的模型体系和务实的政策操作，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货币的本质属性
和货币政策实施的宏观影响、微观基础。
作为金融教科书的典范，本书是我们认识现代金融体系全貌、把握宏观经济运行脉搏的实用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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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货币的出现 货币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
人们可以把一种商品作为“价值尺度”（unitofaccount），通过它来计量其他商品的价格。
价值尺度（货币）的使用节省了大量的信息搜寻成本，人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生产产品和提供服
务，社会整体生活水平由此得以提高。
“信息成本”的表述值得进一步探讨。
例如，Clower于1971年阐述了两种与易货交易相关的成本——交易成本和等待成本（储藏成本，资产
延期购买所放弃的利息，以及缺少服务和产品而产生的主观成本）。
在分析货币的作用时，Goodhart（1989a）将货币（连同销售网络和有组织的市场）视为一种可以帮助
人们节省时间的社会化产品，而时间被视为最稀缺的资源。
 由此可见，物物交换经济下的高额信息成本，导致很多决策都是基于不完全信息而作出的。
货币的使用降低了市场活动的不确定性，并使得资源利用更加有效［具体事例见
（BrunnerandMeltzer,1989）］。
 货币作为价值尺度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货币需要不停换手。
或者说，货币是如何发展成为支付手段的？
Goodhart（1989a）对此的解释是，市场交易过程中缺乏交易对方的信誉度或可靠性的相关信息才是货
币存在的根本原因。
如果市场中的每个人都可以被充分信任，所有的交易可以基于信誉来进行，多边信用和市场体系健全
，货币就不再是必需的了。
如果交易者不愿提供信用或接受其他商品作为支付手段，货币的出现和存在自然成为必需，这就是“
流动性”（liquity）或“货币先行约束”（cashinadvanceconstraint）。
 对于从物物交换向货币经济制度的转变，存在两种批评意见：第一，物物交换和货币交易的区别反映
了静态分析的视角——这种非黑即白的认知过于简单化，事实上，交易是一个社会过程，货币是一项
社会发明。
货币在交换中的作用因地而异，因时而变。
在现代经济中，货币交易和物物交换的并存即是证明。
过于简化的分析模式忽略了经济变化和交易本质之间互相影响的方式。
为了解读复杂的现实世界,我们必须运用新的分析模型,即考虑到静态世界遭受偶然的外部冲击时可能
发生的情况。
思考题1.3如果产品和服务在未来的某个特定日期实施交易，你认为存在哪些不确定因素？
货币是怎样消除这些不确定因素的？
 第二，物物交换和货币交易的二分法认为货币的出现仅仅是为了方便交易，这显然缺乏历史观。
前经济社会（pre-economicsocieties）中，交易只是仪式化的活动，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物物交换早于
货币而出现。
事实上，Wray（1990）曾指出,货币的演变先于市场的发展，货币的使用快于市场的增长。
这个观点的提出至关重要。
在缺乏历史视野的研究框架中，我们通常先分析一个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经济体系，然后再简单地将
货币添加其中。
这一逻辑在现代经济学中仍然盛行，它实质上是以下观点的核心支撑：货币是“实体经济的面纱”、
货币对实体经济没有影响（Pigou，1949，p.24）。
 由此，我们可以把货币存在于现代经济的原因概括为： 交易促进了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提高了时间
的利用效率； 货币通过执行价值尺度职能降低了交易成本； 因为市场存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
人们需要货币作为支付手段。
我们在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包含拍卖商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很难解释货币的存在，因为信息
成本为零，并且只有当获得所有相关价格的信息后交易才会发生。
 然而，这并不能帮助我们准确界定货币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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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英语词典》（OxfordEnglishDictionary）中对货币的描述性定义是（见专栏1.1）：任何一种可以
执行交易媒介、价值尺度、“价值储藏”（storeofvalue）等功能的商品，都可被看作是货币。
 专栏1.1《牛津英语词典》中货币的定义 《牛津英语词典》（修订版，2007年12月）对“货币”给出以
下定义： 1.任何使商品交易摆脱了物物交换的方式且被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任何被视为价值储藏手
段并可被用作交易媒介的物品或符号。
 a.铸币和银行券以及随后更为宽泛的被作为交易媒介的物品：任何被作为等价物普遍接受的、或者可
交换为铸币和纸币的一切所有权的记录（不论其是书写的、印刷的还是电子形态）。
 b.可以用作与铸币或纸币相同用途的任何其他物品或材料⋯⋯ 2.a.作为代表价值或购买力的支付方式
；通过铸币、银行劵和支票等体现的购买力或交换方式。
因此应包括：具有可交换价值或者可以货币单位计价的拥有物、财产、资源。
 b.用于特定目的或为特定人所拥有的一笔钱。
 c.可以被购买、借入的一种可交易商品。
 d.财富，特别是继承的财产；拥有财富的人或阶层⋯⋯ e.薪水，工资；一个人的报酬；利润⋯⋯ 3.特
定的铸币；铸币制（现在已很少见）。
也指记账货币：用于记录和会计用途的价值尺度，有时代表一种特定的铸币或其他支付方式。
摘自TheOxfordEnglishDictionary（draftrevision，Dec.2007）。
 OxfordEnglishDictionaryOnline（2008），http://dictionary.oed.com/。
事实上，这个定义比前文的解释更进了一步，因为它引入了货币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概念。
这也可以从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解释，并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样的资产可以充当货币。
只要货币是耐用资产，它的存在就可使得商品买卖实现分离。
换言之，这大大减少了需求双重偶合问题，给买方以充足的时间来搜集信息以作出明智的购买决策。
 我们还可以很容易地罗列出作为货币的资产所应具备的其他性质。
如为了方便交换，它需要便于携带，易于分割，并可作为标准价值尺度。
最为关键的是，为了能被普遍接受，它的价值必须比较稳定，这就意味着这种资产的供应要相对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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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当前的金融危机暴露了许多标准分析的不足，尤其凸显了货币创造乘数模型的诸多缺陷。
从来没有一本像这样的教科书，能够基于更符合现实世界的模型，揭示银行创造货币的真理。
本书集中讨论货币政策，并通过货币理论向读者解读货币政策为何和何时产生效用。
这才是理论的最终目的。
　　——理查德·杰克曼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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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货币政策:理论与实务(第2版)》描述了“货币供给内生”下，货币政策操作的真实特性。
对最近的货币政策操作给予详尽解释，并将此融入宏观经济教学框架之中。
解释了货币市场操作的最新变化，并检验了当前金融危机给货币政策带来的问题。
每章末有问题和练习，以及扩展阅读，全书末提供参考答案。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副秘书长扬农倾情献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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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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