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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现代中央银

行制度”。这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部署。现代中央银行制

度，是中央银行为实现币值稳定、充分就业、金融稳定、国际收

支平衡等任务而设计和实施的现代货币政策框架、金融基础设施

服务体系、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和国际金融协调合作治理机

制的总和。准确理解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意义、内涵和任务，

有利于在实践层面推进这一重要改革。

第一，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新时代构建现代金融体系的

重要任务。一是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现代国家宏观经济治理

的重要内容。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下，中央银行对货币管理得好，

就能够发挥出货币更广范围更大程度上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促

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相反，如果管理不好，不是出现货币超发

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就是发生信用收缩，甚至造成经济金

融危机。二是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

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

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需要以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作为重

要支撑，既支持经济转型升级，又防止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或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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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缩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顺利推进。

三是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应对国际金融体系变化的必然选

择。国际上中央银行制度根据形势和实践变化，不断调整和充实

新的内容，从向政府融资、管理货币，逐步发展到通过调节货币

和利率维护币值稳定、重视充分就业、关注金融稳定和国际协调

合作等。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要立足中国国情，

加快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主动应对国际中央银行制度的演变

和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

第二，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实现现代金融政策体系服务

功能的需要。一是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货币政策以币值稳定

为首要目标，更加重视充分就业。中央银行要实现币值稳定目标，

要以市场化方式对银行体系货币创造行为进行调控，保持资产负

债表的健康可持续，必须实行独立的中央银行财务预算管理制度，

防止财政赤字货币化。二是建设金融基础设施服务体系。金融基

础设施是中央银行实现目标任务的重要支撑，通过统筹规划金融

业综合统计、反洗钱以及金融市场登记托管、清算结算、支付、

征信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境内外各类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三是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体系。中央银行必须在事前事

中事后全过程切实履行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责任。健全宏观审

慎管理体系，强化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对重大金融风险的责任进行严肃追究和惩戒。四是完善国际金融

协调合作治理机制。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监管改革，推进金

融双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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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重大任务。一是完善货币供

应调控机制。完善中央银行调节银行货币创造的流动性、资本和

利率约束的长效机制，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反

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增强货币政策操

作的规则性和透明度，建立制度化的货币政策沟通机制，有效管

理和引导预期。二是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在

宏观层面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以现代化的货币管理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在微观层面引入激励相容机制，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

工具，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支持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

弱环节，打通金融向实体经济的传导。三是建立现代金融机构体

系。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

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要以强化公司治理为核心，

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更好服务中小微企业。支持中小银行和

农村信用社持续健康发展，形成各类银行公平竞争的银行体系结

构。改革优化政策性金融。四是推进金融双向开放。提高参与国

际金融治理能力，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加强与国际组织

合作，推动建立多元、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五是健全金融风险

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维护金融安全，守住不发生

系统性风险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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