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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常用的工具

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分享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的一些知识点，和货币政策常用的
工具的问题解析，大家要是都明白，那么可以忽略，如果不太清楚的话可以看看本
篇文章，相信很大概率可以解决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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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政策工具及运用

1.常规工具：中央银行所采用的、对整个金融系统的货币信用扩张与紧缩产生全面
性或一般性影响的手段。

2.选择工具：中央银行针对某些特殊的信贷或某些特殊的经济领域而采用的工具，
以某些个别商业银行的资产运用与负债经营活动或整个商业银行资产运用也负债经
营活动为对象，侧重于对银行业务活动质的方面进行控制。

3.补充工具：中央银行有时还运用一些补充性货币政策工具，对信用进行直接控制
和间接控制。

4.新工具：通过资产抵押的方式向中央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一种更加直接的融资方
式。由于常备借贷便利提供的是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一对一”的模式，因此，这
种货币操作方式更像是定制化融资和结构化融资。

二、中央银行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有哪些它们该如何操作

中央银行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有：存款准备金制度、再贴zhi现政策、公开市场业
务。这三种货币政策工具也被称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指中央银行所采用的、对整
个金融系统的货币信用扩张与紧缩产生全面性或一般性影响的手段，是最主要的货
币政策工具。他们主要是从总量上对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进行调节。

1.商业银行在吸收到存款之后必须将一定比例的存款交存中央银行作为准备金，中
央银行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以控制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从而实现对宏
观经济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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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商业银行面临资金不足时，可以用手中的票据向中央银行进行再贴现，实际上
就是向中央银行申请的一种再贷款。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所支付的利息比率就称为
再贴现率。

3.所谓公开市场业务就是指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卖有价证券（特别是短期
国库券），以此来调节货币供应量的一种政策性行为。在经济过热的时候，中央银
行通过金融市场卖出有价证券，回笼货币，从而减少货币供给量，对经济产生收缩
的作用；在经济萧条的时候，中央银行则通过金融市场买进有价证券，把货币投入
市场，从而增加货币量，对经济产生扩张的作用。

三、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哪一个最强烈

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存款准备金制度、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三大工
具，即所谓的“三大法宝”。

存款准备金制度开始于19世纪20年代波士顿的苏弗克银行的改革。以解决乡村银
行劣币驱逐城市银行良币，要求乡村银行在城市银行存入足额存款，城市银行则按
面值收兑乡村银行的银行券，维持其面额十足流通，保持了银行券流通的稳定。这
项制度成为1913年美国实行《联邦储备法》中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基础。

存款准备金制度是指中央银行在法律所赋予的权力范围内，通过规定或调整商业银
行交存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控制其信用规模，并借以间接地对社会货币供
应量进行控制的制度。自1998年4月起，中国人民银行有过大幅度降低了商业银行
的存款准备金和备付金比率。

再贴现是随着中央银行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英格兰银行曾在19世纪上半叶利用
再贴现业务向票据经纪人进行短期资金的融通，并利用再贴现业务逐渐完成了其作
为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完成了其向中央银行的自然演化过程。美国联邦储备体系成
立前的国民银行体系，主要问题之一是在紧急的时候没有“后备力量”没有“弹性
”，此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将再贴现业务作为其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

再贴现政策是中央银行通过制定或调整再贴现利率来干预和影响市场利率及货币市
场的供应和需求，通过规定贴现票据的资格来控制资金投向的一种金融政策。当市
场银根偏松时，中央银行则提高再贴现率，由于再贴现率提高，贴现成本增加，贴
现金额减少；同时市场利率会相应的升高，社会对货币的需求会受到抑制，从而使
市场货币供应量减少。相反，降低再贴现利率，会增加货币供应。

利用买卖政府债券来调控经济则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偶然发现。
当时的再贴现效果因为危机而遭削弱，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开始用政府债券的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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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利率扩张信用，这样一个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产生了。

公开市场业务是中央银行在市场上买卖有价证券，借以回笼货币或投放货币，调节
货币供应量的活动。买卖对象一般为政府债券、国债、外汇。中央银行可以经常地
，连续地买卖有价证券。中央银行运作公开市场业务的目的在于：

公开市场业务对货币供求关系和货币供应量有微调作用，一般在经济运行比较正常
时使用得较多。

四、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有哪些逆回购、正回购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1、央行逆回购是指中央银行向一级交易商购买有价证券，主要是一些列可以作为
抵押物的国债、政策债、高等级企业债等，并约定在未来特定日期将有价证券卖还
给一级交易商的交易行为。

2、这也是央行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就是利用公开市场操作来影响货币供应量
。

3、央行开展逆回购，是央行向市场释放流动性，对债市利好，而逆回购到期，是
银行回收市场中的流动性，对债市利空。对于股票市场来说就不能这么简单看央行
最近一次的情况，而是看央行对流动性的态度，如果最近几次央行一直对市场进行
净投放，比如到期后又开展新的逆回购，这对股市是利好；如果银行持续的回收流
动性，逆回购到期就不再开展了，那对股市偏利空

五、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有哪些

1、(1)贴现政策(通过贴现利率的改变影响贴现贷款和基础货币量，从而影响货币
供给)。

2、(2)公开市场操作(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卖有价证券的行为)。

3、公开市场操作的效果主要通过调节市场利率，影响银行体系的准备金和货币供
给量来实现。

4、3)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中央银行凭借法律授权调整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

文章到此结束，如果本次分享的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常用的工具的问题
解决了您的问题，那么我们由衷的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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