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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

内容概要

《货币政策--目标机构策略和工具》由彼得·博芬格所著，以货币政策为中心，介绍了货币政策的理
论基础、制度框架、世界主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策略以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的国际环境等，其
特色是注重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货币政策理论层面上，《经济科学译库·货币政策：目标
、机构、策略和工具》阐述了货币供给过程的传统理论，以及分析世界主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流
程所必需的价格理论模型，并以此为出发点考察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最重要的传导渠道：货币数量
论、利率渠道以及预期渠道。在货币政策实践层面上，《经济科学译库·货币政策：目标、机构、策
略和工具》分析了货币政策的制度框架（如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责和处罚机制等），剖析了世界主
要中央银行，如欧洲中央银行、美联储、英格兰银行和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策略和工具。本书最后还
分析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国际环境，以一个开放经济视角探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市场的高
度融合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这部分内容既介绍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石，如套
补的利率平价和非套补的利率平价理论，以及购买力平价理论等，又讨论了大小货币区中央银行的政
策选择等。本书对于了解掌握货币政策“坚实稳固的科学核心”和成功的中央银行“一系列不可或缺
的技术”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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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博芬格，德国维尔茨堡大学货币与国际经济学教授。他作为经济学家在德意志联邦银行（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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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篇 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
第1章 什么是货币
1.1 导言
1.2 定义货币的微观方法
1.3 从货币的职能角度定义货币
1.4 基于统计特性的货币定义
1.5 正确定义货币的重要性
附录1.1 欧元区、美国、日本和英国对货币的定义
附录1.2 （净）金融资产的概念（资金流动性分析）
第2章 货币需求
2.1 导言
2.2 货币数量论和剑桥方程式
2.3 利率：决定货币需求的因素之一
2.4 卡甘的货币需求函数
2.5 财富：决定货币需求的因素之一
2.6 货币需求函数的实证分析
附录2.1 协整分析
第3章 货币供给过程：传导过程的起点
3.1 导言
3.2 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创造和控制
3.3 银行体系的综合资产负债表以及货币存量的供给
3.4 货币创造过程
3.5 货币供给的价格理论模型
附录3.1 针对冲击的“普勒分析”
第4章 货币政策传导过程
4.1 导言
4.2 人们对货币政策传导过程的有限认识
4.3 数量论渠道
4.4 利率渠道
4.5 预期渠道（菲利普斯曲线）
4.6 总结
附录4.1 最初的普勒模型
附录4.2 “价格缺口”概念
第2篇 货币政策的国内部分
第5章 货币政策的根本目标和最终目标
5.1 导言
5.2 长期观点：只有价格稳定最重要
5.3 短期的通货膨胀和产出增长
5.4 “稳定导向型货币政策”的操作问题
5.5 总结
附录5.1 名义GDP目标制的不同情形
附录5.2 持有次优货币的福利损失计算
第6章 货币政策的制度框架Ⅰ：“（遵循）规则还是相机抉择”
6.1 概述
6.2 货币政策应遵循规则还是相机抉择
6.3 限制中央银行相机抉择的主要理由
6.4 中央银行受到的外部规则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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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传统争论概述
6.6 “时间不一致”：支持规则的新理由？
附录6.1 银行学派和货币学派的争论
第7章 货币政策的制度框架Ⅱ：中央银行法规的设计
7.1 概述
7.2 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7.3 中央银行的问责制
7.4 不称职中央银行行长的问责
附录7.1 中央银行的职能与支付体系中的技术
第8章 稳定导向的货币政策策略（“单一规则”）
8.1 单一规则的功能
8.2 “单一规则”、中介目标和货币政策的指示器
8.3 货币供应量目标制
8.4 通货膨胀目标制
8.5 泰勒规则：适用于操作目标的规则
8.6 名义GDP规则
附录8.1 作为货币政策态势指示器的收益结构
第9章 世界主要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实施框架
9.1 世界主要中央银行的绩效比较
9.2 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货币政策框架
9.3 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框架
9.4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实施框架
9.5 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实施框架
9.6 英格兰银行的货币政策框架
第10章 货币政策工具
10.1 货币政策工具的一般要求
10.2 基础货币目标制还是利率目标制
10.3 货币政策各个工具的重要性
10.4 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市场管理
10.5 美联储的货币市场管理
10.6 英格兰银行的货币市场管理
10.7 日本银行的货币市场管理
10.8 新政治经济学和货币政策工具
第11章 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
11.1 导言
11.2 货币性铸币税和财政性铸币税
11.3 宏观经济稳定和铸币税融资
11.4 最优铸币税
第3篇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
第12章 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石
12.1 导言
12.2 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之一
12.3 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之一
12.4 开放经济条件下价格水平的控制
第13章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策略
13.1 导言
13.2 大货币区
13.3 实行汇率目标制的开放型小国
术语表

Page 5



《货币政策》

参考文献
译后记

Page 6



《货币政策》

编辑推荐

《货币政策--目标机构策略和工具》由彼得·博芬格所著，本书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与第二
部分从一些较大的中央银行，例如欧洲中央银行、美联储和日本银行的角度，讨论货币政策理论与应
用。因此，这部分侧重于国内的货币政策。第三部分引入一个开放经济的视角。这样的顺序安排使读
者在面对开放经济出现的复杂情况之前对封闭经济的相关特征有一个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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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好的一本，介绍了主流的理论，也讲了世界四大央行的货币政策，适合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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