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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业绩之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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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传统的货币银行学理论体系中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一般

有四个：稳定价格、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平衡国际收支收入和支出

等。历史演进到今天，货币政策不仅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与金融体系的“无

风险利率”，基于此界定了财富管理的“业绩之锚”。另一方面，货币政

策本身就前瞻或滞后地反映了经济周期当中繁荣与衰退的轮替。“业绩之

锚”和“周期定时”是货币政策对财富管理的决定项作用。 

从宏观调控政策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经济基本面正在逐步走出底部，

但增长依旧乏力、复苏仍待夯实。多数经济学家和机构认为 5.5%经济增长

速度实现难度较大，下一步的货币政策需要充足发力、精准发力、靠前发

力，充足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和手段推动经济增长。中国的学者聊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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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货币政策，经常使用“宽货币紧信用”，从央行的角度，基础货币供

给力度还是比较大，紧信用是指金融机构环节从风险考虑，对信贷投放没

有达到预期效果。如何在宽货币基础上打通信用通道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从央行及监管机构在强调，金融机构需要加大信贷投放。货币政策主

基调“以我为主”，同时要考虑外部风险情况。近期美国在考虑取消或减

免“贸易战”以来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主要是美国除了美联储加息外，希

望能让中国商品在美国售价更低来降低通货膨胀，主要是美国也担心通过

加息遏制通胀会影响经济。中美作为大国，都要考虑各自的利益，所以我

们的货币政策要有前瞻性，跨周期调整，需要做得更扎实精准些，金融资

源配置好。 

未来有以下几个方面是比较重要的：1、货币政策总基调还是引导融资

成本的下降，货币总量宽松；2、货币政策要充分发挥作用，结构性货币政

策，有针对性的支持一些经济领域的短板或者重点环节，包括支持三农、

支持小微企业等定向投放，前期已经在做，下一步还需要继续发力；3、货

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有机的协调和配合。 

当前我们要稳增长，拉动经济，财政政策也非常重要，要发挥更大的

功能。退税退费、疫情反复、房地产调控等因素对财政收入有影响。如何

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结合，通过金融方面的支持来推动一些基础设施

的建设也是下一步可以发力的方向。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做好财富管理、科学资产配置的难度无疑是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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