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开伟：央行货币政策考量
将“以我为主”蕴涵深刻
金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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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莫开伟 

 

9 月 7 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

表示，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考量上将“以我为主”，增强货币政策的自主

性。在结构性货币政策方面，将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政策支持。 

看到潘副行长这番话，我相信一定会引发不少业界以及广大读者朋友

的思索，尤其会对货币政策考量将“以我为主”产生更多、更广泛的联想。

是的，潘副行长这番话可不是随便说出来的，他是央行官员，所说的每一

句话既要显现维护央行货币政策权威的能力与水平，又要释放出央行未来

货币政策动态与走向。所以，每一句话，每一个观点，都是经过深思熟虑

之后才表达出来的，也是非常严谨的。 

事实上，自新一轮美联储近乎零利率的宽松美元货币政策引发全球货

币泛滥之时，中国央行并不为之所动，保持自身的定力，“以我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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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随大流而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依然坚守稳健货币政策的底线与

基调，不搞“大水漫灌”，而是采取多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科学搭配地

向市场释放“细水长流”，保持了市场货币供给的合理充裕，既有效支持

了实体经济发展，又维护了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更赢得了国际社会的

广泛认同与称赞，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央行的国际影响力，为人民币更好地

走出去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时潘副行长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央行在货币政

策考量上将“以我为主”，实质是对之前中国央行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肯

定，更是对未来中国央行货币政策调整确定了一个明确的方向：那就是中

国的事情中国人自己说了算，中国央行货币政策调整与变化也应是中国央

行说了算，不存在看其他国家央行的“眼色”行事，更不能为了某些国家

的利益而委曲求全。这既显示了中国央行在制订和实施货币政策上的独立

独行能力，更彰显了中国央行货币政策不受外力干扰的坚定决心与魄力！ 

那么，具体来看，潘副行长提出的中国央行货币政策考量将“以我为

主”蕴涵多层深刻金融含义： 

应从中国金融现实出发，摆脱逐大流的低级货币政策操作状态。就是

说，中国央行未来制订或实施货币政策，无论是正常情况下还是特殊历史

时期，都会保持从中国金融现实出发得足够定力，不能无视或不顾中国的

实际金融情况而一味迎合国际金融潮流，更不会为了迎合某些国家的金融

需求动机而刻意仰人鼻息去改变自己的货币政策，中国金融发展现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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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永远是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制订与实施的牢固基础

和可靠依据。显然，只有“以我为主”，才能始终保持中国央行货币政策

的独立性，消除一切不利因素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干扰或产生各种负面诱导，

也才能使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始终运行在健康可持续轨道上，永远获得中国

人民的热烈拥护。同时，只有“以我为主”，才能使央行货币政策始终保

持稳定性、连续性，不断提高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水平与能力，使中国央

行货币政策能够有效突破各种固有思维模式的限制或禁锢，由低层次向高

层次转向，提高前瞻力和预测力，不致受到各种国际因素干扰而使货币政

策出现较大波动，更不会因为国际因素干扰而使中国央行货币政策走弯路

给中国金融事业带来不当损失。 

应从中国实体经济出发，为终结“大水漫灌”提供新思维。中国央行

未来制订货币政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依据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货币

政策服务的是中国的实体经济，而不是国外的企业。由此，中国央行制订

或实施货币政策，应紧紧围绕中国实体企业的发展现状，想企业之所想，

急企业之所急，做实体企业的忠实同伴，形成货币政策与实体企业共呼吸

同患难的“命运共同体”，使中国央行更具亲近实体企业的感情与能力，

也更具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换言之，如果中国央行制订货币政

策不从中国经济现实出发，而是一味看到国际经济发展形势，把货币政策

调整注意力放在全球其他企业发展上，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明显就会脱离

实际，失去与实体企业的有机联系，不仅难以对实体企业培育有利的货币

政策环境，甚至会使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偏向或失误而使大量实体企业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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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这一点，中国央行一直做得相当到位，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之后，

中国央行正是从中国实体企业的资金需求现实出发，坚守稳健基调，不搞

“大水漫灌”，既保持了对实体企业合理资金需求的供给，又维护了稳定

的货币环境，使中国企业自疫情以来成为全球恢复得最快的和最好的，这

与中国央行“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操作方向存在很大关系。由此，“以

我为主”既是中国央行永远保持“中国本质”和体现“中国特色”的“宣

言书”，也是中国央行未来货币政策的“方向盘”，更为未来中国央行制

订货币政策提供了新思维。 

应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出发，赋予更高效“跨周期”功能。当前，中

央政府要求在制订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上都应注重“跨周期”功能，而央行

作为宏观金融调控部门，货币政策尤为重要。这要求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制

订不能只考虑一时一事之得失，更不能囿于眼前局部之利益，而是着眼于

长远、立足于一项政策的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经济环境下的适应能力，

就是说央行如果要制订或推动一项货币政策，使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

适用性等功能实现高度有机融合统一，消除货币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内耗

性或负面性，这样才能使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功能。而要做到这一切，“以我为主”是中国央行必须坚守的方向。因为

只有坚守这个方向，中国央行才会培育出自身货币政策的坚强定力，不为

任何金融风吹草动而改变货币政策走向；尤其能锤炼出中国央行在国内外

金融风云变幻莫测之时“火眼金晴”的“识妖”能力，拨开经济金融运行

中的种种迷雾，为中国国家经济战略的顺利推进营造有利的货币政策环境。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5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