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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不再向银行叫苦连天“妥协”，不应单纯对银行业务盲目扩张纠偏，更应着眼

于深化金融改革，也就是不再纵容银行业的“野蛮”扩张，而以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提升金

融资源配置效率。 

近期，最不该“差钱”的银行面临“钱荒”，反映银行之间借贷成本的隔夜拆借利率，

一路走高。应该说，这一次的“钱荒”，并非货币供给出现严重短缺，而仅是资金投放出了

结构性问题——不是没钱，而是放错了地方。日前，央行二季度的货币政策例会，也延续了

李克强总理所提出的“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的思路，准备“更扎实地

做好金融风险防范”。 

确实，广义货币余额已经达到百万亿元的大关，货币增量依然维持着较高的增速。这个

时候，银行叫苦连天，说什么“钱荒”，显然怪不到别人，只能怪自己没能用好这些资金。 

“钱荒”，表面看起来是银行的问题，但是背后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金融改革迟缓，对银

行的监管也不够到位。比如，在理财产品市场已经快速扩张四五年后，不久前监管部门才出

台文件规范。这既凸显了监管的不到位，也反映出银行业治理的改革，远落后于发展的步伐

——这使得银行盲目地扩张自身业务规模，几乎可以用“随心所欲”来形容。 

不限于理财产品的恣意泛滥，这几年银行还过多地参与到影子银行的业务，短贷长投项

目过度，贷款投向多集中在“铁公基”、泡沫化和产能过剩领域等等。这样一来，使得银行

资金，不仅出现严重的期限错配，而且更是放错了地方，出现短期流动性紧缺，实属必然。 

在银行间资金紧张之初，市场纷纷呼吁央行尽快降息降准，以再度放松货币信贷政策，

来缓解短期流动性的紧缺——重复曾经的“紧缺就刺激”的政策路径。 

但是，面对市场呼吁，随之而来的则是“盘活货币存量”的政策基调尘埃落定，央行面

对“钱荒”也按兵不动。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自然是不能继续放任货币超发继续恶化，另

一方面，银行业过去几年的很多行为，已到了必须控制风险的时候。 

接下来，银行应该做好业务收缩，不管是主动地“去杠杆”，还是盘活货币存量，都必

须有实质性作为。否则，不主动作为的银行，有可能会不断上演“钱荒”的事情，且货币政

策不会施以援手。 

而且，就目前的金融风险而言，由于并未出现坏账率的上升，金融市场整体也比较稳定，

货币政策也没有必要“妥协”。 

货币政策不再向银行叫苦连天“妥协”，不仅仅是在单纯纠偏之前银行业务过快的盲目

扩张，更应着眼于深化金融改革，也就是不再纵容银行业的“野蛮”扩张，而以市场化的改

革方向，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之前，由于银行一旦出现“钱荒”，货币政策会随即放松，

导致金融改革往往不能坚持——利率市场化、改革治理结构、引导资金流向等方面，屡屡遭

遇挫折。而推动金融改革，或许也需要先从坚持一种正确的政策开始。 

在简政放权改革的背景下，启动金融改革或将是早晚的事情，放在未来 5 年乃至 10 年

的视野当中，今日货币政策的“不妥协”或将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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