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2008年货币政策 目前我国货币政策

大家好，关于2008年货币政策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明白，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
关于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的知识，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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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8年在金融危机出了什么之策

针对金融危机的经济萎缩，失业增加等负面影响，主要有以下政策措施，应该说这
些政策措施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失业、国际收支4方面的国家宏观经济目的都
相关，都会正面影响：

1.货币政策则从2008年7月份就及时进行了较大调整。调减公开市场对冲力度，相
继停发3年期中央银行票据、减少1年期和3个月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频率，引导中
央银行票据发行利率适当下行，保证流动性供应。

2.宽松的货币政策。9月、10月、11月连续四次下调基准利率，三次下调存款准备
金率，存款准备金率的下降，贷款基准利率的下降，目的是增加市场货币供应量，
扩大投资与消费。

3.2008年10月27日还实施首套住房贷款利率7折优惠；支持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
住房和改善型普通住房。

4.取消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的约束。

5.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对灾区重建、“三农”、中小企业
等贷款。

6.促进对外贸易：进出口行业是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并且从业人员众多（据统计
已达亿人）。一是增加出口退税；二是人民币升值，都是增加出口竞争力的手段；

7.对外经济合作与协调(如中日韩之间的货币互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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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其他政策

1.宽松的财政政策：减少税收（已实施了证券交易税的下降和利息税的取消），扩
大政府支出（40000亿拉动内需正在实施中）；

2.促进对外贸易：进出口行业是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并且从业人员众多（据统计
已达亿人）。一是增加出口退税；二是人民币升值，都是增加出口竞争力的手段；

3.减少企业负担：劳动法的调整等；

4.加强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医疗等方面的支出，保持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稳定

二、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好处

1、: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国内需求下降,抑制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使中国
外贸型企业经营困难,部分企业甚至于倒闭;股市、汇率、资本市场等明显下跌,金融
业受到严重冲击,资本市场的风险加剧;同时也导致了我国劳动力需求减少,失业人数
增多。

2、应对危机,中国必须通过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风险抵御能力;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扩大国内需求;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稳定出口;努力促进国内消费,刺激经济发展;寻
求全球合作,共同对抗危机等措施来改变长期的外需拉动型经济,转变我国外贸发展
方式,减少对外部市场依赖,化解金融危机的诸多不利影响,使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
发展。

三、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及结束时间

1、2008年经济危机是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从2007年9月开始，逐渐席卷全球，
到2008年9月才结束。

2、这场危机是由于美国的住房贷款市场危机所引发的，因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导
致了美国的许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陷入困境，并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终
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

3、在这场危机中，许多企业破产倒闭，失业率上升，家庭财务状况恶化，全球经
济增长放缓。为了应对这场危机，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
提供救助资金、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鼓励投资和创新等等。

4、最终，这场金融危机在2008年9月底开始逐渐缓解，到2009年6月底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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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里，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各国经济增长放缓，但在政府的努力下
，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逐渐恢复了稳定。

四、08年金融危机货币贬值了吗

1、208年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衰退，许多国家的货币都面临贬值的压力。

2、经济衰退导致了需求下降，投资减少，出口减少等问题，这些因素都会对货币
的价值产生负面影响。

3、3货币贬值会导致物价上涨，购买力下降，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和经济活动
。

4、因此，可以明确地说，08年金融危机导致了货币贬值。

五、08年金融危机对欧洲的影响

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由于欧洲各国金融机构持有了大量美国次贷相关金融资
产，导致欧洲各国也受到较大冲击。希腊GDP同比增速在09年1季度一度跌至-6.7
%。为了托底经济和缓解金融风险，希腊政府采取了大量援助政策导致政府债务大
幅上升。根据BIS的统计，希腊政府债务/GDP的比重从2008年1季度的103.3%上
升至2010年4季度的145.8%，累计扩大42.5个百分点。

偿债能力遭受质疑，债务危机从希腊开始爆发。在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之前，由于海
外资金持续大量流入，尽管希腊的经常项目逆差持续扩大，但是国际收支并没有出
现明显恶化，这一平衡未被打破。但由于救助经济导致希腊政府债务短期出现了大
幅上升，而长年的贸易逆差反映出希腊国际收支的明显失衡，这导致国际市场对希
腊政府的偿债能力产生质疑，并会缩减对其的投资，进而导致政府不能通过借新债
偿还到期债务，引发政府的违约风险。

债务危机从希腊逐步传染到葡萄牙、西班牙和爱尔兰等同样存在政府债务大幅上升
的国家。在希腊债务危机发生之初，欧元区其他国家认为希腊债务危机仅是个例，
对希腊的救助也比较迟缓。但随后国际市场投资者发现不光希腊存在政府债务短期
过快上升的情况，其实其他欧元区国家也存在相同的问题。例如葡萄牙、西班牙和
爱尔兰在2008-2010年救助经济期间，其政府杠杆率也分别上升了25.6、28.7和59
.7个百分点。同时，这些国家也存在长期的贸易逆差问题。于是，债务危机从希腊
逐步蔓延到其他自身存在明显问题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国债收益率均出现大幅上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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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国家主权债务违约导致欧洲各国银行出现大幅亏损，危机传染到整个欧洲。由
于欧洲各国银行均持有大量其他欧元区国家的国债，在部分国家爆发主权债务危机
之后，这些国家的国债价值出现大幅下降，导致持有这些资产的欧洲银行出现明显
亏损，进而引发对欧洲各国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担忧。欧洲股市出现明显下跌，
德国、法国等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也被下调，债务违约风险传染到整个欧洲。

随后欧洲各国开始积极行动，欧央行提供大量流动性，债务危机逐步平息。面对债
务危机的持续扩散，欧洲各国开始积极行动，对已经陷入主权债务危机中的希腊、
葡萄牙和爱尔兰等国提供融资支持。同时欧洲央行于2011年12月启动两轮三年期
的再融资计划（LTRO），为银行提供足够的流动性。随后欧洲央行又于2012年9
月启动直接货币交易（OMT），直接从二级市场购买国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逐步
平息。

文章分享结束，2008年货币政策和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的答案你都知道了吗？欢迎
再次光临本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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