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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融危机的严重危害促使人类希望寻找一种有效的方法来防范、化解或者弱化危机的冲击，金融
危机救助理论应运而生，而且，金融危机特点的不断变化也要求危机救助理论不断创新。
在当代背景下，经济金融化、金融虚拟化、金融自由化、经济全球化日益成为现代经济、金融的主要
特征，金融危机的产生机制和传导途径更加复杂，波及的范围和影响程度不断扩大，金融危机救助的
必要性也随之提高。
但是，传统的救助理论无法指导新经济金融形势下的危机救助实践，所以，迫切需要对金融危机救助
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

　　基于上述原因，本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围绕历史与现实两条主线，对金融危机救助中面临
的新问题、新方法进行阐述，不仅对金融危机救助的内涵进行界定，也对危机救助的主体和客体进行
扩展，不仅基于不同的经济、金融理论对危机救助进行理论分析，也对历次危机救助实践加以总结和
归纳：不仅对危机救助的新形式——国际联合救助进行研究，对联合救助机制的建立和效率的改进进
行思考，也对危机救助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对危机救助的道德风险及其防范问题进行探讨，以期
搭建起金融危机救助系统研究的框架，在如何应对金融危机、保障经济金融的平稳健康运行方面提供
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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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货币流动性增强，货币供应量持续快速增长①。
在宽松货币政策的作用下，通过降息、调整信贷结构等方式，货币流动性增强、货币总量持续快速扩
张，货币信贷保持快速增长，有力地支持了经济企稳回升。
与美国货币政策对货币供应量的作用效果相比，我国货币政策的作用显现出不同的趋势和特征：　　
第一，基础货币有较大增加，但增速明显低于美国。
从基础货币来看，2009年9月的基础货币规模为13.3万亿元，达到历史最高，比2008年同期增长了13.70
／0。
但与美国相比，基础货币增长速度并没有美国那么快，我国基础货币2008年月平均增长率为34.9％
，2009年月平均增长率为13.2vk，与美国高达130％的增长率相比，我国基础货币增长速度只有美国的
十分之一，但是，我国基础货币的增加却有效地增加了货币供给，这是因为我们有效地运用了信贷额
度这一政策工具。
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工具有所不同，中国人民银行除了拥有利率和货币数量工具之外，还具有一项非
常有效的政策工具：信贷额度。
在特定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可以为每一家商业银行制定相应的信贷额度，商业银行必须按照信贷额度
来调整贷款量，从而有效地影响货币供给。
但是。
美联储只能通过大力发行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应，在危机已经严重影响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信心的情况
下，金融机构为了防范风险，只愿持有更多的超额准备金，而不愿意或不能实现贷款，出现“惜贷”
的情况，大量新增的基础货币只能以超额准备金的形式留在美联储或者商业银行，大大削弱了货币政
策的效果，所以，尽管美国坫础货币、超额准备金高速增长，而M.和M：增长幅度仅在20％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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