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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引入现代行为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理性非注意，结合现代社会对于信息的吸纳特征，
探讨了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建立了以理性非注意为微观基础的粘性信息一般均衡模型，同时以此为
基础，提出了相应的货币政策框架。
在分析货币政策框架的时候，本书采用了案例法。
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由于现实的世界充满了随机冲击和不确定性，而理论是对现实的一个抽象，所
以仅仅从理论的角度去设计一项政策会导致许多信息损失，可能无法应对一些理论中没有包含的冲击
因素。
这就体现了货币政策的“艺术性”。
    因此，本书的特点是以一个稳健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综合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与执行框架两方面，
同时试图体现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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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泽，男，1978年9月出生于河北省秦皇岛市。
200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领域是货币经济学和行为与实验经济学。
在货币经济学领域主要关注新凯恩斯货币经济学和后凯恩斯货币经济学两个流派对于货币政策的分析
，致力于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以及与之适应的货币政策执行框架。
曾在《管理世界》、《经济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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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币体制下，贵金属市场价格波动会引起货币购买力的相应变动，从而对于实体经济系统产生扰动
；而在不可兑换的货币体制下，货币的购买力就不再受到一些不可控制的市场力量的干扰，而是完全
依赖于政府的调控。
至少在货币经济学原理上，这有利于保证币值稳定，从而有利于市场的交换行为。
不过，要做到这一点是对中央银行的一个全新挑战。
在实物货币体制下，中央银行的任务主要是决定哪种商品可以成为本位货币，例如，是金本位还是银
本位，抑或实行这两种金属并存的复本位制。
此外，中央银行的任务就是保证所发行的纸币与这种本位货币的可兑换性。
除了这两点以外，中央银行对于货币的控制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也就没有了作为的余地。
而在不可兑换货币体制下，中央银行有能力控制货币，这样就有了利用货币控制实体经济的运行的可
能，从而就有必要设计一系列的货币政策以达到稳定经济的目的。
　　讨论如何制定货币政策在我国尤其需要。
这包括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原因。
　　从实践角度，货币政策在我国产生了什么效果呢？
杨中东（2005）从我国货币政策的数量与质量效果和货币政策的时滞三个方面，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
性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货币政策在我国作用较为明显，已成为我国调控经济政策
的重要手段。
①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李斌（2001）等人。
②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在我国货币政策的效果不太明显。
例如杨丽（2004）讨论了1998-2003年的货币政策，她认为从操作目标、中介目标和终极目标三个层次
来分析，1998-2002年的货币政策效果不太明显，这种情况只是在2003年有所好转。
③黄秋如（2004.）也认为在1998-2002年，我国货币政策在对付通货紧缩、刺激有效需求中取得了一定
效果，但效果相对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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