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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完70岁生日的“人民币先生”周小川，结束了他的超长任
期，接棒者是年轻10岁的易纲。易纲行业资历深、理论水平高、具有
改革精神或许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从行业资历来看，现年60岁的易
纲自1997年便供职于央行，目前已在央行工作21年。其中，担任央
行副行长一职也长达10年零三个月。从理论水平来看，截至2009
年，他有中文著作11本，中文论文43篇，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
表论文20多篇。从改革精神来看，他在多篇论文中已反映出深深的改
革理念，是利率市场化不遗余力的推进者。

从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角度来看，央行则秉持着多
重职责：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统筹系统
性风险防范、统筹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统筹金融业综
合统计的职责。

2018年3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自2003年
开始的“一行三会”的表述从此消失，我国金融监管
体制正式形成了“一委一行两会”的格局。时隔十五
年，金融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与形式创新同时也催生了
监管体系的巨大变革。

方案称，对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组建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将银监会、保监会的职责整
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院
直属事业单位。将银监会和保监会拟定银行业、保险
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
中国人民银行。不再保留银监会和保监会。

周小川在3月9日举行的央行记者会上也指出，
此前披露的一些消息显示，人民银行将在新的金融监
管框架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其后成立国务院金融
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放在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在
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将起到更重要作用。”

而在角色转换之后，新任央行行长易纲将如何进
一步创造“防风险并且能够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外部
环境”，并为此提供一个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值得外界期待。当选之后，易纲在面对媒体的追堵时
平静说道：“我们主要任务是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
策，同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
定。”

“今年金融改革开放还会有一些新举措，”他还让
大家密切关注之后包括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等重
要议程。

毋庸置疑的是，不论对于金融机构还是易纲本人
来说，都即将迎来一个新的开始。

综合新华网、《每日经济新闻》

易纲履新：
做央行行长到底管多少钱？

发行货币，俗称印钱，是央行的一项重要职能。央行究竟该印多少
钱？狭义来看，人们通常将流通中的现金看作是央行所管的“钱”,事实
上，这被称作M0。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2月末，中国M0余额8.14万
亿元，2月份央行净投放现金6788亿元。

从更广义上说，提到央行的职能就不得不提M2，即广义货币供应量。
这又是什么？M2是一个总量的概念，也是货币政策操作和宏观经济

分析的重要参考指标。如果将截至今年2月末，173万亿元左右的M2余
额形象地比喻为一个“水池”，那么我们需要分析哪些管道在向水池“注
水”，哪些管道在“取水”。

令业界十分关注的是，自1997年以来，我国M2一直保持在两位数
增长，而去年M2增速连续数月徘徊于个位数，这是否意味着实体经济融
资需求将难以补足？是否有导致或加剧流动性风险的可能？

传统上看，M2增速与经济增长之间关联度高，但随着结构性等因素
变化，上述关系也会发生一些变化。“M2跟经济走势的相关性变得比较
模糊，预测性也变得比较不确定，这是全世界都有的现象。”易纲曾在此
前表示，商业银行贷款以外的科目对M2影响较大，重新改变口径也不能
解决这一问题，针对新问题要更加注意盘活存量，优化货币信贷存量结
构，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看合理增长和松紧适度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之中并未提及M2和社会融资
规模余额预期的具体增长值，这在历年中属于新变化。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仅用了“广义货币M2、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这一描述。

央行发布的2017年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从派生渠道分
析，该年M2增速放缓的原因有三个：银行股权及其他投资科目从之前的
快速扩张转为有所萎缩、银行债券投资规模下降和财政存款超预期增长。

前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对此表示，M2指标口径总是在不断变化，不是
一个精确衡量货币政策松紧的工具。未来应该逐渐从数量转移到对价格
的关注。不能提供一个非常简易的指标来判断，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
务，必须考虑多种因素加以判断。

B 央行该印多少钱？

C央行行长有哪些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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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7年进入央行算起，现年60岁的易纲已经在央行工作了21
年。在此次担任央行行长之前，易纲已经在央行副行长的职位上工作了
10年零三个月。期间，他还出任过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一职。值得一提
的是，周小川也曾担任过这一职务。

资料显示，易纲的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
融。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在货币、银行和
金融市场等方面，具有多年的货币政策研究、制定和操作经验。截至
2009年，易纲的中文论文有43篇，多发表于《经济研究》《金融研究》
《国际经济评论》等期刊。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易纲发表论文20多
篇。其中有11篇被世界权威索引《经济学文献期刊》编入其期刊和电子
索引。

记者注意到，易纲1999年与吴有昌合著的《货币银行学》，如今依
然被当作金融学经典教材广泛传阅，其中的大部分观点在今天看来仍具
有前瞻性，豆瓣上的跟评多年未断。有读者认为：“在传统理论的介绍
上，这本书的体系和内容都堪称是国内编得最好的《货币银行学》。”

易纲留给外界的深刻印象是，每次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时都能行云
流水地应对各种问题，是名副其实的金融百科全书式人物。

A 已经在央行工作2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