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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調控；總體經濟政策○似  

是指國家對國民經濟總量進行的調節與控制，是一個國家政

府特別是中央政府的經濟職能。在大陸，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

是：保持經濟總量平衡、抑制通貨膨脹、促進重大經濟結構優化

及實現經濟穩定增長。其係運用價格、稅收、信貸 (信用) 及匯

率等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及行政手段，透過人為調節供應 (供給) 

與需求，來達到規劃經濟運行及促進經濟增長之目標。 

金融調節機制；金融調節機制 

是指在國家金融政策的統一協調和保持大陸人民銀行對行政

區域性銀行監管權威之下，推行全國性銀行和行政區域性銀行的

分別管理，國家用金融貨幣政策和全國性銀行的作用，調控行政

區域性銀行的業務活動，行政區域政府借助興辦行政區域性金融

機構擴大地方的融資管道。 

中國人民銀行與銀監會擁有隨時檢查銀行業務，提出撤併行

政區域性銀行的職權，行政區域性銀行的主要負責人任免。實行

國家銀行和行政區域的雙重管理，例如中央銀行可以透過調整對

專業銀行的利率，來影響專業銀行利率，進而對整個社會的貨幣

流通進行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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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供給量；貨幣供應量 

是指一國在某一時期內為社會經濟運轉服務的貨幣存量，係

由中央銀行在內的金融機構供應的存款貨幣和現金貨幣兩部分構

成。一般來說，中央銀行發行的鈔票具有極強的流動性或貨幣

性，隨時都可以直接作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並進入流通過程，

從而影響市場供需關係的變化。 

基礎貨幣；基礎貨幣 

亦稱貨幣基數、強力貨幣及初始貨幣，它是中央銀行發行的

債務憑證，是由社會大眾所持有的現金和商業銀行體系的準備金

兩部分所構成。如果把商業銀行的庫存現金也視同商業銀行在中

央銀行的準備金存款，則準備金就是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的負

債，現金就是中央銀行對社會大眾的負債。基礎貨幣是整個商業

銀行體系藉以創造存款貨幣的基礎，是整個商業銀行體系的存款

得以倍數擴張的泉源。 

法定存款准備金；法定存款準備金 

存款準備金分為法定存款準備金和超額存款準備金。法定存

款準備金是金融機構按照其存款的一定比例向中央銀行繳存的存

款，此比例通常是由中央銀行決定的，被稱為法定存款準備金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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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額准備金；超額準備金 

是指商業銀行及存款性金融機構在中央銀行存款帳戶上的實

際準備金超過法定準備金的部分。商業銀行在其經營活動中，需

對其吸收的存款持有若干準備金，其數量首先受法定準備率的限

制，因而所持有的實際準備金一般會與法定準備金存在一定差

額，由此產生超額準備金。當實際準備金大於法定準備金時，則

超額準備金為正數；反之，則超額準備金為負數。負數的超額準

備金通常必須在下一計算期內補足。 

超額準備金一般包括借入準備金和非借入準備金，借入準備

是商業銀行由於準備不足向擁有超額準備的銀行借入貨幣資金。

超額準備中扣除借入準備，即為非借入準備，亦稱自有準備，超

額準備增加，往往意味銀行潛在放款能力增強。 

信貸；貸款 (放款) 

是貨幣持有者將約定數額的資金按約定的利率暫時借出，借

款者在約定期限內，按約定的條件還本付息的信用活動。 

編者按：大陸地區慣用「信貸」一詞來表達借貸、放款、貸

款，為行文方便，往後解說時也以信貸一詞來表達。 

信貸規模；貸款規模 (放款規模)  

是中央銀行為實現一定時期貨幣政策目標，而事先確定的控

制銀行貸款指標。其具兩層含意：1. 一定時點上的貸款總餘額，

也就是總存量；2. 一定時期內的貸款增量。此處貸款規模，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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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後一層含義，係為了實現一定時期內的貨幣政策目標，而確

定的新貸放款最高限額，亦稱貸款總限額。 

信貸資產；貸款資產 (放款資產)  

是指銀行所發放 (台灣稱為貸放或撥貸) 的各種貸款所形成

的資產業務。貸款是按一定利率和確定的期限貸出貨幣資金的信

用活動，是商業銀行資產業務中最重要的項目，在資產業務中所

占比重最大。大陸銀行按保障程度 (風險程度)，將貸款劃分為信

用貸款、擔保貸款和抵押 (貼現) 貸款。 

信用貸款是指銀行完全憑藉客戶，無需提供擔保品而貸放的

貸款。而擔保貸款是銀行憑藉客戶和擔保人的雙重信譽而發放的

貸款。抵押貸款 (包括貼現) 要求客戶提供具有一定價值的商品

物質或有價證券作為抵放的貸款。 

信貸管理；貸款管理 (放款管理) 

係指商業銀行如何配量貸款資金活動，在合規的前提下增加

自身盈利的管理活動，內容包括：管理信貸關係；管理貸款規模

和貸款結構；管理貸款風險；提高貸款經濟效益；建立合理的制

度體系，貫徹正確的利率政策；改進結算服務，加強結算管理。 

信貸緊縮；貸款緊縮 (放款緊縮) 

是指經營貸款的金融機構提高貸款標準，以高於市場利率水

準的條件發放貸款，甚至停止發放貸款，從而導致信貸增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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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在信貸緊縮條件下，企業透過銀行系統獲得的資金趨於下

降，尤其是中小企業受到的信貸約束影響更大。因為中小企業的

信用等級低，而且缺乏銀行之外的其他融資管道，信貸一旦緊

縮，實體經濟部門的資金缺乏可能會使經濟活動循環發生「中

斷」，尤其是持續的信貸緊縮會造成嚴重的經濟衰退。 

信貸緊縮一旦形成，金融機構的信貸標準相應地提高了，致

使一些處於邊際貸款的企業難以獲得貸款，其正常的經營被中

斷，便可能出現虧損，產生新的不良貸款，一些業已形成較高比

例不良貸款的企業難以透過新增貸款進行技術革新，提高產品品

質，致使不良貸款比例上升。 

信貸計畫；信貸計畫○陸  

其係指大陸政府根據國家的方針政策和國民經濟發展的要

求，規劃計畫期內信貸資金的來源、運用和數量；規劃流通中現

金的增加或減少，現金的投放或回籠數量，是國家動員和分配信

貸資金的計畫，亦稱「綜合信貸計畫」。 

信貸計畫分為信貸收支計畫和現金收支計畫。它既是國民經

濟計畫的組成部分，又是實現宏觀經濟目標的重要保證和手段。

一般分為信貸計畫表和信貸計畫編制說明兩部分，信貸計畫資金

來源項目包括銀行自有資金、當年結餘、金融債券、各項存款、

貨幣發行和其他來源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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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結構；貸款結構 (放款結構) 

是指信貸資金的投放與運用在不同區域、不同產業、不同行

業以及不同期限上的配置與配比。信貸結構是商業銀行信貸資產

運作的重要內容，其合理與否既關係到銀行的資產安全及營運效

益，也關係到銀行業的穩健運行、國家信貸政策的貫徹及經濟的

協調發展。  

融資性票據；融資性票據 

是指票據持有人透過非貿易的方式取得商業匯票，並以該票

據向銀行申請貼現套取資金，實現融資目的。融資性票據貼現後

的資金往往被用於投資或償債，而融資性票據的嚴格定義應該是

指該票據產生缺乏貿易背景，使該票據缺乏自償性。 

消費性貸款；消費性貸款 (消費者放款) 

係指銀行對消費者個人發放的、用於購買耐用消費品或支付

其他費用的放款，目的是解決個人用於購買汽車、家用電器及房

屋等方面的資金需要。 

消費性放款按用途可分為汽車放款、住宅放款、高檔耐用消

費品放款、教育與學費放款及旅行放款等，可以分期償還，也可

以一次償還。另外，消費性放款亦可透過信用卡簡易放款或預借

現金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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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性放款；經營性放款 

經營性放款是指商業銀行對工商企業經營活動過程中的正常

資金需要而發放的放款，包括工商業放款、農業放款和不動產抵

押放款等。 

存貸基準利率 [台灣只有放款基準利率] 

是指中央銀行公布的商業銀行存款與貸款的指導性利率，基

準利率是金融市場上具有普遍參考作用的利率，其他利率水準或

金融資產價格均可根據此基準利率水準來確定。中央銀行改變基

準利率，直接影響商業銀行借款成本的高低，從而對信貸產生限

制或鼓勵的作用；基準利率的變動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工具之

一，是各國利率體系的核心。 

住房公積金制度；住房公積金制度○陸  

住房公積金制度是大陸地區之社會福利制度，指由職工所在

的國家機關、國有企業、城鎮集體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城鎮私

營企業以及其他城鎮企業、事業單位及職工個人繳納並長期儲蓄

固定的住房公積金，用以日後支付職工家庭購買或自建自住住房

及私房翻修等住房費用的制度。  

其為一種社會性、互助性及政策性的住房社會保障制度，有

利於籌集及融通住房資金，提高職工的商品房購買能力的一種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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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 

所謂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主要是指實行低利率政策，減輕

企業貸款、融資成本負擔、鼓勵和擴大消費；實行低存款準備金

率政策，開放商業銀行信貸規模控制，促使信貸資金快速及順暢

地支持經濟發展。 

窗口指導；道德勸說 

是指大陸的中央銀行透過勸告和建議來影響商業銀行信貸行

為的一種溫和及非強制性的貨幣政策工具，指中央銀行向金融機

構解釋說明相關政策意圖，提出指導性意見，或者根據監管資訊

向金融機構提示風險。在台灣大都用「道德勸說」一詞來表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