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 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 

 

 

 

第一节  中央银行概述 

 

本节考点： 

1、中央银行的产生及其独立性 

2、中央银行的性质与职能 

3、中央银行的业务 

4、“双支柱”调控框架 

 

考点 1：中央银行的产生及其独立性 

（一）中央银行的产生和发展 

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中央银行制度。 

从中央银行的起源和大多数国家设立中央银行的情况看，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大致出于四个方面的需要： 

1）集中货币发行权的需要； 

2）代理国库和为政府筹措资金的需要； 



3）管理金融业的需要； 

4）国家对社会经济发展实行干预的需要。 

 

【中央银行产生的历史】 

世界上最早设立的中央银行是瑞典银行，它原是 1656 年由私人创办的欧洲第一家发行银行债券的银行，1668

年政府出面将其改组为国家银行。但直到 1897 年瑞典银行才独占货币发行权，开始履行中央银行职责，成为

真正的中央银行。 

 

英格兰银行成立于 1694 年，最初主要替政府募集经费。1833 年，英国国会通过法案，规定英格兰银行的纸币

为全国唯一的法偿货币。1844 年以后，英格兰银行机构分为发行部和业务部，同时将发行钞票与银行业务分

开，奠定了现代中央银行组织的模式。此后，英格兰银行运用贴现率来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以及金本位

制下的资本转移。 

 

在 19 世纪的 1847 年、1857 年和 1866 年金融危机中，英格兰银行逐步成为银行的“最后贷款人”。 

至 19 世纪后期，英格兰银行成为中央银行的典范。因此，它虽然晚于瑞典银行成立，但却被公认为是近代中

央银行的鼻祖。英格兰银行的演变过程是典型的中央银行的演变过程。 

 

随着中央银行制度在世界各国日渐普及，中央银行各项职能也不断明确和完善。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危机以后，各国开始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政府干预

经济的主要工具，中央银行作为货币制度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其地位不断巩固和提高。 

与此同时，政府对中央银行的控制也在加强，一些私有股份制的中央银行被收归国有，中央银行不再是一般

意义上的银行。 

 

各国中央银行的产生和发展大体上经由三个途径： 

①由商业银行转化为中央银行，如英国的英格兰银行、法国的法兰西银行、德国的普鲁士银行； 

②专门设置的中央银行，如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中国家和新独立国家的中央银行； 

③由综合型银行改革为单一职能的中央银行，如我国的中国人民银行。 

 

（二）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就是指在货币政策的决策运作方面，中央银行由法律赋予或者实

际拥有的自主程度。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主要与货币政策密切相关，集中反映在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上。如何处理这种关系，

可概括为两点： 

①中央银行对政府保持独立性； 

②中央银行对政府的独立性总是相对的。 

 

中央银行之所以应对政府保持独立性，是因为： 

①中央银行与政府所处的地位、行为目标不尽相同。 

经济工作是政府的中心工作，社会问题也是政府关注的重点，而当政治矛盾突出时，政府所要解决的目标则

压倒一切。 

中央银行虽然也要根据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总体形势调整自己的工作重点，却有其独特之处，即其全部

所围绕的中心始终是货币政策所要追求的稳定货币币值这一基本原则和目标。这就使中央银行的行为目标与

政府的目标难以时时保持全面的吻合。 

 

②中央银行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机构，无论是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还是确定对金融业实施监管的指导方

针，都需要具备必要的专业理论素养和长期的经验积累。例如，在货币政策的决策和实施中，形势的判断、时

机的掌握、力度的控制等，均为专业性极高的问题。 

 



一般的而非专业的理论素养无论如何高深，一般的而非专业的经验积累无论如何丰富，仅凭普遍原理和普遍

经验在这一领域都难以做出科学的、充分的判断和决策。 

世界上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独立的中央银行可以更自由地专注于保持低通货膨胀。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又是相对的，通常是指其在国家总体经济发展战略和目标之下，独立制定、执行货币政策

的职能与属性。 

中央银行相对独立性一般体现在两个方面： 

①建立独立的货币发行制度，稳定货币。即中央银行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否以

及多大程度上自行决定货币发行的数量、时间、地区分布及面额比例等。 

②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中央银行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政府是否充分尊重中央银行的意见，确保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发挥实效作用。 

 

中央银行相对独立性的保持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 

1）中央银行应以一国宏观经济目标为出发点制定货币政策，从事相应的政策工具操作； 

2）中央银行应按照金融运行规律，制定实施货币政策，规避政府短期行为的干扰。 

 

一国赋予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程度最终是一个政治问题。 

目前国际上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模式主要有三种。 

1）独立性较强的模式： 

中央银行直接对国会负责，可以独立制定货币政策及采取相应的措施，政府不得直接对它发布命令、指示，

不得干涉货币政策。如果政府与中央银行发生矛盾，要通过协商解决。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曾经的德意志联邦银行（1998 年年底德意志联邦银行将货币政策管理权移交给欧洲中央

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都属于这一模式。 

 

 

2）独立性居中的模式 

中央银行名义上隶属于政府，而实际上保持着较大的独立性。有些国家法律规定，财政部直辖中央银行，可

以发布指令，事实上并不使用这种权力。 

中央银行可以独立地制定、执行货币政策。 

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属于这一模式。 

 

3）独立性弱的模式： 

中央银行接受政府的指令，货币政策的制定及采取的措施要经政府批准，政府有权停止、推迟中央银行决议

的执行，如意大利银行、法兰西银行等。 

 

【单选-1】中央银行独立性最强的模式是（  ）。 

A.对国会负责 

B.对政府负责 

C.对领导人负责 

D.对企业负责 

 

答案：A 

解析：中央银行直接对国会负责，这是中央银行独立性最强的模式。 

 

【多选-2】中央银行产生和发展的途径包括（  ）。 

A.专门设置的中央银行 

B.由政策性银行改革为中央银行 

C.由商业银行转化为中央银行 



D.由投资银行改革为中央银行 

E.由综合型银行改革为单一职能的中央银行 

 

答案：ACE 

解析：各国中央银行的产生和发展大体上经由三个途径：①由商业银行转化为中央银行； 

②专门设置的中央银行； 

③由综合型银行改革为单一职能的中央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