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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7 月 总第 4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编

NAES 月度经济（改革动态）分析

●● 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全方位的金融改革初露端倪

●● 货币政策进入“微调时代”，拉开“结构化调控”序幕

●● ●未来金融改革的关键在利率市场化，货币政策转型需市场化

改革支撑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提出在市场化改革方向下，

“到 2020 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十八

届三中全会为我国金融领域改革指明了方向，就今年上半年来看，我

国金融领域改革的市场化目标明显，改革进入全面提速阶段。

一、金融体制改革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方向，

提出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完善人民币利率、汇率形成机制以及落实

金融监管改革措施等重要目标。就 2014 年上半年来看，金融领域的改

革措施基本涵盖了上述领域。

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2014 年 3 月 25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促进资本市

场健康发展，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并规范

发展债券市场、培育私募市场以及推进期货市场建设等措施。2014 年

5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规范透明、稳健高

效、开放包容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当月，证监会发布施行《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暂行办法》，适当放宽财务准入指标，简化其他发行条件；并强

化信息披露约束，落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和新股发行体制的改

上半年金融改革涵

盖了金融市场改

革、价格形成机制

以及金融对外开放

等核心领域



国 内

2

革意见。

完善利率汇率形成机制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日趋完善，3 月 15 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

扩大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幅度，自 2014 年 3 月 17 日起，

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 1% 扩大至 2%。

这是自 2005 年 7 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

幅度的第三次扩大。汇率波动弹性的增大，加之今年年初以来的下行

压力，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元年正式开启，由市场力量决定人民币汇

率价格形成的时间亦渐行渐近。

今年上半年，利率市场化并未有重大举措，但值得注意的是，互

联网金融和货币市场基金的兴起却成了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助推器：

一方面，为了应对存款搬家，利率上浮基本覆盖了股份制商业银行，

五大国有银行也悉数加入存款利率上浮到顶的队伍，即在官方存款利

率基础上浮 10%；另一方面，货币市场基金规模日益庞大，且大多以

协议存款回流银行，也推高了商业银行负债成本。

扩大金融对外开放

我国金融外开放程度加深。2014 年 4 月 11 日，中国证监会和香

港证监会即发布《联合公告》，宣布将在 6 个月内推出“沪港股票市

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简称“沪港通”）。沪港通有利于巩固

上海和香港两个金融中心的地位。“沪港通”有助于提高国内资本市

场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改善国内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结构，进一

步推进上海自贸区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同时“沪港通”也可方便

内地投资者直接使用人民币投资香港市场，增加境外人民币资金的

投资渠道，便利人民币在两地的有序流动，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

金融中心地位；更为重要的是，“沪港通”成熟之后，其“以开放倒

逼改革”的思路可复制到其他领域，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为经济

增长注入动力。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6 月 18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

国外汇交易中心宣布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展人民币对英镑直接交易，

英镑也成为继美元、日元、澳元和纽币之后，第五个可以和人民币实

现直兑的货币，此举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又向前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

步。另外，国内资本市场的境外投资规模也不断扩大，6 月 20 日，中

国证监会宣布法国金融机构可参照 RQFII 试点相关法规，申请 RQFII

资格并开展相关业务，并分配给法国 800 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RQFII）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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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宏观调控方式转型

2014 是货币政策调控的转型之年，货币政策由宽松进入稳健的

“微调时代”，目标精准定位于实体经济。3 月 20 日，中国人民银行下

发通知，正式创设支小再贷款，专门用于支持金融机构扩大小微企业

信贷投放，同时下达全国支小再贷款额度共 500 亿元。5 月 30 日召开

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落实和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会议强

调要用调结构的办法，适时适度预调微调，疏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

“血脉”；尤其应加大“定向降准”措施力度，对发放“三农”和小微

企业等符合结构调整需要、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实体经济贷款达到一

定比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适当降低准备金率。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

会议精神，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支持，中

国人民银行决定从 2014 年 6 月 16 日起，对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

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

率 0.5 个百分点，此次定向降准“覆盖大约 2/3 的城商行、80% 的非县

域农商行和 90% 的非县域农合行”。

在货币投放方面，继 5 月外汇占款仅增 3.61 亿元（较 4 月暴跌

99%）之后，6 月外汇占款净减少 412 亿元人民币，现 7 个月以来首次

负增长。外汇占款下降并未对货币供应量造成实质影响，2014 年 6 月，

新增人民币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和企业债券融资助推社会融资

总量大幅回升，社会融资总量 1.97 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9325

亿，这是由于新增人民币贷款显著超出市场预期，央行前期结构性宽

松政策效果逐渐显现。贷款派生促发存款和货币增速大幅回升，M2 同

比增速 14.7%，较 5 月上升 1.3 个百分点，结构性宽松以及再贷款导致

贷款同比大幅增加 , 财政投放积极导致财政存款同比减少 , 这两者共同

导致 M2 增速大幅回升。

三、未来金融改革展望

为达成十八届三中全会“到 2020 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

取得决定性成果”的这一改革目标，预计未来金融领域的改革将以利

率市场化改革为主轴，为此，存款保险制度应尽快筹备运行，争取在

一两年内基本建成为覆盖广泛的强制性存款保险制度；同时，就利率

市场化本身而言，我国完成利率市场化的核心在于放松存款利率的管

制。未来我国的利率放松存款利率管制的步伐应延续小步快行的调子，

遵循“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原则，渐进有序地推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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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改革，在进一步扩大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同时，减少受监管的

存款利率期限数量，长期存款利率可最早市场化，占银行体系总负债

比重较大的活期存款利率最晚市场化。终极目标是取消存款利率上限，

银行利率自由浮动。

就货币政策调控而言，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时代，若未来外

汇占款继续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传统的以外汇占款和冲销的货币

调控方式亟须转型。目前我国央行频频推出各种定向措施如再贷款、

定向降准，事实上反映了央行货币政策“结构化”的倾向，其旨在

通过引导资金流向，而不是总量宽松来降低融资成本，可谓开启了

货币政策转型的序幕。但也需要指出，货币政策归根结底仍是宏观

政策，而“总量之矛”要攻克“结构之盾”还需市场化改革这一利

器的深度配合。

（执笔人：汪 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