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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 观 伞 慎 Ｉ 管 政策工具 卖施

及有故牲 国 际 卖戏
＊

刘志洋 宋玉颖

【提 要 】 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成 为 ２００ ８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国 际金融监管 当 局 的共识 。

本文从工具组合的视角 总结 了 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实施的 国 际经验
， 并从宏观审慎政策工具

和宏观审慎监测指标体系 两个方面梳理 了 宏观审慎监管 国 际 实践的有效性 。 在经验分析基

础上
， 本文认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选择与 国 家类型和本 国 国 情有 关 ， 且 实施特点具

有组合实施的特征 ； 整体上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 实施是有效的 ， 但宏观审慎监测指标

的表现则有待提高 。 因 此 ， 中 国应在借鉴国 际宏观审 慎监管 实践经验基础上 ， 针对本 国 国

情构建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 。

【关键词 】 宏观审慎监管 监管工具有效性 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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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恐怖 。 学术界与监管当局进
一步认

清了 由于金融体系顺周期性以及金 机构之 丨司２〇 〇８

的传染风险给经？細 巨大成本 ， 也认侧
雖働械麵行了醜 。 自于样本量的原

实施宏观审慎监管 的必要性 。 ２０ ０８ 年金融危机
因 ’ 学者们多数研究集中在国家层面 ’ 即研究

始 自发达国家 ， 但新兴市场 国家实施宏观审慎 宏观审慎工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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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贷 、 资产价格以及金融

监管的经验也非常丰富 。 ＩＭＦ近期对世界 ４８ 个 稳定的影响 。 本文拟对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实

新兴市场国家宏观审慎工具的使用进行了调查 ， 

这些国家宏观审慎工具的主要类型包括 ： 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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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洋 宋玉颖 ：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实施及有效性国际实践

施的国际经验进行梳理 ， 探寻影响宏观审慎政度下的工具 。 时间维度下的工具又可分为经济繁

策工具选取的因素 ， 并总结国际宏观审慎监管荣期时的工具和经济衰退期时的工具 。 根据宏观

政策工具 的实施效果 ， 以期为 中 国实施宏观审审慎工具的作用对象 ，
Ｓｔｉ

ｊ
ｎ Ｃｋｅｓ ｓｅｎｓ ＾Ｄ认为宏

慎监管提供政策参考 。观审慎工具可以分为 ： ①针对借款人的工具 ； ②

＿

＾ｔ＆针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工具 ； ③逆周期调控
—

、 国 Ｐ不上宏＆审慎政策工具箱
工具 ； ④其他制度性工具 。 其中①主要是控制需

的构成及实践经验求因素 ， ② 、 ③和④主要针对供给因素 ；
①和②

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非常庞大 ， 包括传统微
主要是为 了降低周腦放大作用 ， ③和麵主要

观审慎工具以及新的政策工具。 宏观审慎监管包
是为了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 。 表 １ 为宏观审慎工

括两个维度 ， 即截面雜和时嶋度 ， 因此宏观
具的组合 。 从表 １ 可以看出 ， 许多微观审慎工具

审慎政策工融分为咖雜下的工獅麵维
均■通細

■

■纖雜輙卿麵 目标 。

表 １ 宏观审慎工具组合

对金融机构资 产 逆 周 期 性 质 的
ｓ

对借款人的限制存隹主秘阳如丨卞 曰其他类型 的工具
负债表的限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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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制度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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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险 敞 口 进 行 ．结构 外部性进 彳了 危机救助机制 ， 信息披露
风险加剧时期约束计提资本

限制征税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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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ｉｔ动进行征税 度 ， 加强賴纪律建设等
贷 增 速 及 投 放 准备金制度态准备金制度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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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个国家使用动态准备金合使用了宏观审慎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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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个国根据本国 国情选择正确 的宏观审慎工具 ，

家使用 ＤＴＩ ， ６ 个国家控制信贷增长以及控制盈对该国宏观审慎实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余分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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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运用逆周期资本调控工具 。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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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使用时间进行加权 ， 比如如果某个工具使用该国金融体系中 的比重是选取宏观审慎工具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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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的问题之一 。 银行体系的行业组织形式也制外币借贷 ， 西班牙采用动 态准备金制 度 。 对

会影响宏观审 慎工具 的选取 。 Ｓｔ ｉ
ｊ
ｎＣｌａｅｓｓｅｎｓ于资本账 户 管制 的 经济体 ， 准备金制 度运用较

等？指 出国有银行 占据主导地位的 国家 ，

一方面为频繁 。 整体上 ， 新兴市场经济体使 用宏观审

实施宏观审慎监管会更为容易 ； 但另一方 面国慎工具时间较长 。 同 时 ， 新兴市场经济体非常

有银行会受到政治压力 ， 使得将信贷配置 到低关注 国际资本 以 及 由此引 发的流动性风险 ， 因

效率的企业 ， 此时宏 观审慎监管的实施效果 可此更常常会使用与流动性有关的工具 ， 并控制信

能不好 。 如果一 国金融对外开放度高 ， 则宏观贷增速 ， 限制盈余分配 。 发达经济体更关注金融

审慎监管可能会被规避 。 除此之外 ， 制度环境机构过度杠杆化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 因此使用频

（ 比如数据积累状况 、 监管 当局技术水平等 ） 也率较高的宏观审慎工具常常为 ＬＴＶ 、
ＤＴＩ 等 。

会影响一 国宏观审慎监管的实施 。

三 、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
图 １ ＩＭＦ 统计样本中 宏观审慎工具使 用经济体

占比 ： 新兴市场经济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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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Ｃｓ

） ， 资本账户开放经济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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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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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账户 管制经济体 （
Ｃｌｏ ｓｅｄ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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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通过实证分析 ， 认为 ＬＴＶ 、 ＤＴＩ 、 控制信贷

增速 、 准备金制度和动态拨备有助于缓解 彳目贷

   和杠杆率的顺周期性问题 。 ＩＭＦ⑤ 研究了宏观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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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增长 、 房价快速上涨和国 际资本流人 ） ，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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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 同 时还研究了 宏观审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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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在宽松和紧缩时对经济体和金融体系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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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 １ ０ 年 ， 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宏观 金制度能够有效应对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的新兴

审慎工具使用更为频繁 ， 这是 因 为新兴市场经 市场经济体的资本流人 。 然而在对称性问题上 ，

济体的金 融市场功能存在 缺陷 ， 更容易受到外

部冲击 ， 因此需要频繁地运用宏观审慎工具应① Ｓｔ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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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ｅ ｓｓｏｎ ｓｆｒｏｍ

同 。 在发达经济体 ，
ＬＴＶ

使用最为频繁 ， 包括Ｃｏｕｎｔ ｒｙＥｘ ｐｅ ｒｉｅｎ ｃｅｓ ，
ＩＭＦＷｏｒｋ ｉｎｇＰａｐｅ ｒ

，
Ｎ。 ．２ ３８ ，

加拿大 、 法 国 、 我 国香港 、 意大利 、 韩 国 、 挪２ ＣＵｈ

⑤ Ｉｎ
ｔ
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Ｍ ｏｎ ｅ

ｔ
ａｒｙＦｕ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ｉｏｎｏ ｆＭｏｎｅ ｔａ ｒｙ

威 、 新加坡 、 西班牙 、 瑞典 ， 而 ／、有香港和韩ａｎ ｄＭａｃ ｒｏｐｒｕｄｅｎ ｔ
ｉａ ｌＰｏｌ ｉｃ ｉｅｓ

，ＩＭＦＢｏａｒｄＰａｐｅ ｒａｎｄＢａｃ ｋ
－

国使用 ＤＴ Ｉ ， 新加坡控制
／

［目贷增 速 ， 奥地利控ｇｒｏｕｎｄＰａｐｅ ｒ ， Ｊ ａｎ ｕａｒｙ ，
２〇 １２ ．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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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实施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 ＩＭＦ 的研究成果表 ２ 国际度置家庭部门风险的指标体系

还表明除 ＬＴＶ外 ， 其他宏观审慎工具对实体经变量名称变量说明

济的影响不是很显著 。 Ｃｒｏｗｅ 等？研究 ＬＴＶ 对信贷增长变量

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 认为根据房地产价格周期 Ｉ 度量毎期 比值 弓长期趋势值 的

麵的 ＬＴＶ政策能够有效趙平房地产趣 。

他们认为宏观审慎工具专注性有利于降低政策


成本 ，
且即使宏观賴工具无法有效缓解金 家庭部门贷款与 ＧＤＰ 比值

体系过热 ， 但能够有效解决金融体系 困境问题 。


Ｖ ａｎｄｅｎｂｕｓｓｃｈｅ 等
②研究宏观审慎工具对中欧 、

雜部ｎ信贷增长率
度量賴比值与 １ ５轉动平均

东欧和东南欧国家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 结论表
°

■偏离程度


明时变的资本充足率要求 以及针对信贷增长和度量每期比值与 ｉ ｓ 年移动平均

外币融资的准备金制度有助于降低房地产价格
Ｂ １

值的偏离程度

增速 。 Ｄｅｌ ｌ

’

Ａｒｉｃｃｉａ 等＠研究宏观审慎工具对信房地产市场价格

贷周期的影 卩向 ， 结论表明宏观审慎工具能够有度量每期 比值与 １５ 年移动平均

效降低信贷的泡沫程度 ， 且
一

旦 出 现泡沫 ， 宏值的偏离程度

观审慎工具也能够降低泡沫破裂的概率 。 Ｋｕｔｔ －


ｎｅｒ 等？使用 ５７ 个国家 ３０ 年的数据 ， 研究九类价格与租金 比值ｇ
每期 比 值与长期趋势值的

非利率政策工具 ， 包括宏观审慎工具在稳定房


价过快增长和住房贷款增长方面的作用 ， 研究来源 ： Ｃｏｍｍ ｉｔ ｔｅｅ ｏ ｎ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 ｌＳ
ｙ
ｓｔｅｍ ，

Ｍ ａｃ阶

结论表明住房贷款增速与ＤＴＩＬＴＶ房地产
ｐ
ｒｕｄｅｎｔ ｉａ

ｌＩｎ 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Ｆ ｒａｍｅｗｏｒ ｋｓ ：ａ Ｓｔｏｃｋｔａｋｉｎ
ｇ
ｏｆ 

Ｉｓ ｓｕｅ ｓ

风险敞 口 限制以及房产税有关 。
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ＪＦＳ ＰａｐＣＴＳ ’Ｎａ ３８

’２０１ ２ ＿

有些宏观经济政策也可以作为宏观审慎工表 ２ 中的指标体系是 国际上通常用来刻画

具来 使 用 ， 但效果 不是 特 别 显 著 。 Ｄａｓｓａｔ ｔ ｉ家庭部门脆弱性的指标体系 。 但是从指标表现

（＾１１１〇］^ 等
？使用银行数据 ， 研究乌拉圭准备金来看 ，

一些指标无法作为宏观审慎监管的监测

要求的非预期提高 的影响 ， 结论表 明 ， 虽然整

体信贷下降但个别高风险公司获得了信贷 ， 而①Ｃｒｏｗｅ
，Ｃｈｒｉｓ Ｗ． ，Ｇｉ

ｏｖａｎｎ
ｉＤｅ

ｌ ｌ

’

Ａｒ
ｉ
ｃｃ

ｉ
ａ

， ＤｅｎｉｚＩｇ
ａｎａｎｄ

系统重要性银行却没受到 准备金制度的影响 。ＰａｕＲａｂａｎａｌ
，
Ｈｏｗｔ。 Ｄｅａｌ ｗｉ ｔｈ Ｒｅａ ｌＥｓｔａ ｔｅＢｏｏｍｓ ：Ｌ ｅｓ

－

所以他们认为准备金要求上升虽然意味着信贷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ＭＦＷＯＴｋ ｉｎｇＰａｐｅｎ

降低 ， 但风险未必降低 。②Ｖａｎｄｅｎｂｕ ｓｓｃｈｅ
， Ｊ ｅｒｏｍｅ

，Ｕｒｓｕｌ ａＶｏｇｅ ｌａｎｄＥｎｒｉｃａＤｅ ｔｒａ
ｇ

ｉ
－

ａｃｈ ｅ
，
Ｍａｃｒｏｐ ｒｕｄｅｎ ｔｉａ ｌＰｏ ｌ

ｉｃｉｅｓａｎｄＨｏｕｓ ｉｎ
ｇ
Ｐｒｉｃｅｓ

—ＡＮｅｗ

四 、 宏观审慎监测指标的表现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ａｎｄＥｍ
ｐ

ｉｒｉ ｃａｌＥ 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ａｓ ｔｅｒｎ
，

ａｎｄ

中 白
ｒａ ｉｔ

—

＋Ｈ ，Ｓｏｕ ｔｈｅａｓｔｅ ｒｎＥｕｒｏ
ｐ
ｅ

， ＩＭＦ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

ｐ
ｅｒＮｏ ．３０３

？
２ ０１ ２ ．

丁 一工

③Ｄｅｌｌ

’

Ａｒｉｃ ｃｉａ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ＤｅｎｉｚＩ
ｇ
ａｎ

，ＬｕｃＬａｅｖｅｎａｎｄＨｕｉ

．

ｏ＆ｒｍ＋ｃＴｏｎｇ ，Ｐｏ ｌ ｉｃ ｉ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ｃｒｏｆ ｉｎａｎｃ ｉａ ｌＳｔａｂｉ ｌ ｉｔｙ ：Ｏｐ ｔ
ｉｏｎｓ ｔｏＤｅａ ｌ

ｗｉｔｈＣｒｅｄ ｉｔＢｏｏｍｓ
＊
ＩＭＦＳｔａｆ ｆＤｉ ｓｃｕｓ ｓｉｏｎＮｏｔｅＳＤＮ／０６，

良好的指标体系能够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指示２０１ ２ ．

监管当局运用宏观审慎工具缓释系统性风险 ， 在④ Ｋｕｔ ｔｎｅｎＫｅｎｎ ｅｔｈＮ－ ａｎｄＩ ｌｈｙｏｃｋＳｈ ｉ
ｍ

， ＣａｎＮｏｎ
－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

＞ ．

 ，一？ ，—一 一 山
一
此一 、卜Ｑ ，

也 、山 ， ？ＲａｔｅＰｏｌ ｉｃｉｅｓＳｔａｂｉｌｉｓｅＨｏｕｓｉｎ
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ａ

系统性风险逐渐缓释后指７Ｋ监管当局适时取消相Ｐ ａｎ ｅｌｏｆ５ ７Ｅｃｏｎｏｎｕｅｓ
，ＢＩＳＷｏｒｋｉｎ

ｇ
Ｐａ

ｐ
ｅｒｓ

，Ｎｏ
．
４３ ３

，

关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使用 。 在分析家庭部门系２０１ ３ ．

统性风险累积状况中 ， 国际上通常考虑两类指⑤ Ｄａｓｓ ａｔｔ ｉＣａｍＱｆＳ
，
Ｃｅｃｉ

ｌ
ｉ ａ ａｎ（ＵＱＳｅＬＵｉＳＰ ｅｙｄｒｅ ，

Ｍａｅｒｅｐｒｕ
－

厶 －

ａ
－ 曰ａ占 ？山 士

－

＋
－

丄，ｄ ｅｎ ｔｉａ ｌａｎｄＭｏｎ ｅｔａｒｙ
Ｐｏ ｌ ｉｃｙ 

ｓＬｏａｎ
－ＬｅｖｅｌＥｖｉｄｅｎ ｃｅ ｆｒｏｍ Ｒｅ

－

标体系 ： 与 丨ｇ贷ｉｔ长有关 的变量ＩＰ房Ｍ产市场ｓ ｅｒｖ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ａｔＰｏｍ
ｐ
ｅｕＦａｂ ｒａＳ

ｐ
ａ ｉｎ ，

价格变量 （见表 ２） 。ｍ
ｉｍｅｏ ， ２０１ ４ ．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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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 （见图 ２ ） 。 比如 ， 在 ２００ ８ 年金融危机 （
二

）
各国实证分析

爆发后 ， 指标
“

信贷与 ＧＤＰ 缺 口
”

还在一直上在分析 各 国家庭部门 系统性风险方面 ， 国

升 ， 显然不符合宏观审慎监管的要求 。际主要关注两个指标 ： 信贷与 ＧＤＰ 比值缺 口 和

图 ２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各指标的表现房地产价格与租金 比值缺 口 。 这两个指标相关

性较低 ， 因此互补性较强 。 图 ３ 为各 国金融危

＾ｒ
［

广＇

｜

二
ｊ
：
卜 ｜机前后指标的表现情况 。 横线表示各指标 的 临

— 夕＼Ｔ，
＾＞４

ｒ界值 ， 其 中 房地产 价格 与 租金 比值缺 口 阈值

，．ｌ ．

１

＼ｙ 
ｖ，（Ｔｈ ｒｅ ｓｈｏｌｄ ） 设定为

２４％ ， 而信贷与ＧＤＰ比值

」 １｜ ｜

— Ｉ
１Ｔ

＾
ｓ ．

，
〇 Ｉ ｔＩ Ｉ

—
Ｌ ． － ｉｊｉ  ．

，〇
—

ｉ ｉ ｉｉ ？ －

，

〇缺 口 阐值 （ Ｔｈｒｅ ｓｈｏ ｌｄ ） 设定为２％ 〇从图３中
－１
？
－

ｔ ２

－

ｅ
－

４ ０４Ｂ １２ １６－

Ｊ６
－

１ ２
－

￥ 
－４〇？８ ｔ ２ １６－

１６
－＜

２
－

ａ
－

４０ ４Ｂ  ＞２ １６

Ｄｏ？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ａ ｌｌｏ Ｒｅ
ｓ

ｉｄｅ
ｎ

ｔ

ｉａｌ

ｐ
ｒｏ

ｐ
ｅｒｔ

ｙ ｐ
ｒｉｃｅ

ｇｒ
ｏｗ ｔｈＰ ｒｋ？

＊

？＞ ｒｅｎ
ｉ ｇ

？
〇

ｊ门
＂

Ｐ
Ｊ

＊

 ？

 Ｊ

Ｉ

－

厂
＇

、
－第一 ， 指标发出 信息不 明确 。 指标显 示金

－少
＂

今丨 严
。

融体系脆弱性加 剧并不意 味着危机必然发 生 。

一—… Ｖ
－

比如 ， 澳大利亚在 ２ １ 世纪初 ， 由 于政府进行了

〇 ４？？ ？，
？，

２ １６

－

，

Ｓ

 ｏ ？ａ？ ｉｅ

＾
一系列 旨在降低房地产部 门 热度的改革 （ 这可

注 ： 横轴 〇 表示金融危机爆发时间 ， 正 负 Ｉ ６ 表示金 融危以说是宏观审慎监管 ）
，
金融失衡程度 逐渐 降

相 ■聰 ’＆齡 ２ ５％＊低 。 但是澳大利 亚政府后来表示 ， 其采取这些
７５ ％分位点 。 纵轴 ０ 表示各指标

一

般正常值 。 样本为 １ ９ 次金融Ｍ邮 高 ｔ：
、＋？？

、
）＆ 古年

ｕｕｕ政策大都根据王观判断 ， 而与这些指标没有关
危机 中 １ １ 个国家的数据 。

ＨＨ 表不 ｈｏｕｓｅｈｏ ｌｄ
。
＿

来源 ： Ｃｏｍｍ ｉ ｔ ｔｅｅｏｎｔｈｅＧ ｌｏｂａ ｌＦｉｎａｎｃ ｉａ ｌＳｙｓｔ ｅｍ ，Ｍａｃｒｏ
￣系 。 再比如瑞士 ，

２０ ０８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 银

ｐ
ｒｕ ｄｅｎｔ ｉａ ｌＩｎｓｔ ｒｕｍｅｎｔ ｓａｎｄＦｒａｍ ｅｗｏｒｋｓ ：ａＳ ｔｏｃｋｔａｋｉ ｎ

ｇ
ｏｆ ｌｓ ｓｕｅ ｓ打需要政府 救助时 ， 指标却显疋其金 融体系 不

ａｎｄＥｘｐｅ ｒ ｉ ｅｎｃ ｅｓ ，ＣＧＦＳ Ｐａｐｅ ｒｓ ，Ｎｏ ．３８ ，２０ １ ２
．会发生危机。

图 ３各国房地产价格与租金 比值缺口和信贷与 ＧＤＰ 比值缺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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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Ｃｏｍｍ ｉ ｔ ｔ ｅｅ ｏｎｔｈｅＧ ｌｏｂａ ｌＦ ｉｎ ａｎ ｃｉａ ｌＳｙｓｔ ｅｍ ，Ｍａｃ ｒｏ
－

ｐｒ ｕｄｅ ｎｔ ｉ ａ ｌ
Ｉｎｓｔ ｒｕｍｅｎｔ ｓａｎｄＦ 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ａＳ
ｔ
ｏｃｋ

ｔ
ａｋ

ｉ
ｎｇｏｆＩｓ ｓｕｅ ｓａｎｄ

Ｅｘ
ｐ
ｅ ｒｉ ｅｎｃｅｓ ，ＣＸｊＦＳ Ｐａ

ｐ
ｅｒｓ ，Ｎｏ ．３ ８ ，２ ０ １ ２ ．

第二 ， 对于某一个具体国家来讲 ， 当该国并不适合作为其宏观审慎监管的参照指标 。

经济金融体系发生结构性变化时 ， 指标 的指示、

八＾电 白
－

作用就有待商榷 。 比如瑞典 ， 自从 １ ９９８ 年开始ｉ、

房地产价格与租金 比值缺 口 指标就指示 金融体２ 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 各 国纷纷吸取教
胃 ｉｆｅｆＨ＋

训 ， 实施宏观审慎监管以保证金融体系 的稳定 。

敲被监管 的行业 ， 租金高低并不是基于市％在经验分析基础上 ， 本文认为 整体上宏 观审慎
交易的结果 ’ 而是被管制 的结果 ， 因此该指＃Ｍ政策工具的实施是有效的 ， 但宏观审慎监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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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指标的表现则有待提高 。 在中 国 ， 无论从时慎监管政策组合实施 ， 而不是通过货币政策提

间维度来看 ， 还是从空间维度来看 ， 都存在系高基准利率来调控信贷 ， 货币政策的两难境地

统性风险 。 时间维度的主要表现是信贷和资产会得到
一

定程度的缓解 。 第三 ， 进
一

步推进金

价格的快速增长 ， 空间维度的主要表现是金融融 自 由化改革 。 中 国利率市场化 、 汇率市场化

体系错综复杂的关联度 。 因此 ， 中 国金融监管以及资本账户 逐渐开放会降低宏观审慎监管的

当局有必要使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抑制风险在实施压力 ， 因为这会降低由 于金融体系扭曲所

金融体系内的累积 。导致的系统性风险 累积程度 。 第四 ， 根据中 国

为了保证宏观审慎监管实施的有效性 ， 中国情 ， 设计 自身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箱 ， 使

国金融监管当局应该做到 ：
第一 ， 发挥宏观审之符合当前中 国金融发展进程 。 第五 ， 完善相

慎监管政策工具调控的 目 标性和针对性 。 实证关制度框架 ， 使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达到最

分析表明 ， 如果宏观审慎监管全局调控的话 ， 大的实施效果 。 这种制度框架包括各部门之间

会影响西部地区信贷供给 ， 因此中 国实施宏观的协调机制 、 法律框架的修改以及宏观审慎监

审慎监管应针对中国不同地区实行差别化调控 。 管实施机构的设立等 。

第二 ， 组合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工具 ， 且增加与

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 。 当宏观审慎本文作 者 ： 刘 志 洋是 东 北师 范大 学讲师 、

监管政策工具组合实施得恰到好处时 ， 宏观审经济学博士 ； 宋玉 颖是 中 国 农业银行长

慎监管能够提前调控金融体系 的风险 ， 从而降春培训 学院教师 、 经济学博士

低货币政策 的压力 。 在我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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