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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 COVID-19 的金融政策特别系列 

本文是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为帮助成员国应对冠状病毒紧急事件而撰写的系列说明之一。本文内容仅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

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观点，不一定代表基金组织及其执行董事会或管理层的观点。 

金融危机期间与公众沟通的原则 

本文讨论了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时当局开展公共政策沟通所需遵循的基本原则。在当局认为金融机构普遍面

临债权人挤兑的较高风险，或是金融体系关键部门的偿付能力或流动性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时，其开展政策沟

通、帮助恢复信心是至关重要的。提前做好准备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包括在正常时期由危机管理委员会制定

预案。本文虽重点讨论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政策沟通，但其中的许多建议也适用于更广泛的危机情况。1 

一、关键性原则  

每次危机的根源和演变方式都不相同，但在与公众进行沟通时，仍可遵循一些重要原则。总的来看，这些原则包

括以下几项，后文将予以详述。 

• 明确目标：当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风险较高时，当局开展公众政策沟通的主要目标是传递信心，防止

（或遏止）债权人对金融机构和市场的挤兑。沟通战略不应仅仅作为一种拖延战术，而必须是解决根本问

题的全面一揽子政策中的一环。 

• 沟通内容： 

- 哪哪哪 哪哪 哪哪 哪哪 哪哪 哪 哪哪哪 哪哪 哪哪：在传递重要信息时，必须描述清问题是什么，影响到了哪些

主体，以及当局采取了何种应对措施。应针对市场参与者的基本关切做出政策回应，如客户资金是否安全？

客户能否继续正常开展银行业务操作？未来能否获得融资？不要对关键性的问题避而不答。 

 
1 各国当局可联系货币与资本市场部金融危机准备与管理处处长 Marina Moretti（mmoretti@IMF.org）获取更多信

息。 

mailto:mmoretti@IM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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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如果储户或其他债权人必须承担损失，应使用平实的

语言清晰传达，解释其必要性，且不应出现反复（除非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 哪哪 哪哪哪哪 哪哪哪哪 哪哪哪 哪哪哪哪 哪哪哪哪 哪哪哪：若所发现的问题悬而未决，则债权人挤兑的

动机将会增强。  

- 哪哪哪哪哪哪：重要的是解决已明确识别出的问题。如果仍存在不确定性，不要表示或暗示不会再有坏

消息。例如，当形势依然动荡的情况下，如果表示不会再有银行倒闭，那么之后即使只发生小规模、非系

统性的银行倒闭，也会导致当局信誉受损。 

• “用同一个声音沟通”：金融主管当局在沟通中必须确保信息的清晰和一致，避免各单位之间给出互相矛

盾和不一致的信息。 

• 为“媒体战”做好准备：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可能对当局的事件描述、应对措施甚至政策制定者个人提出

质疑。必须准备好对此予以有力、统一的回应。 

• 开展协调：要通过一位或少数几位发言人向公众传递全面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同时保持政策沟通的一致性，

就需要政府与金融机构开展有效的协调并保持灵活性，同时有能力对新情况做出快速反应。 

• 未雨绸缪：尽管在任何危机中当局都必须在危机的“当下”进行决策，但许多决策、材料和流程都可以提前

准备。  

二、 沟通目标 

当局在金融恐慌中无法稳定经济并恢复增长。因此，当局在恐慌出现前或恐慌中开展危机沟通时，应以传递信心

为首要目的。当局可通过介绍应对危机的公共政策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些措施可能应包含宏观经济政策和金

融部门政策（例如，若金融部门承压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收支或主权债务危机，就需要这么做）。在金融恐慌初

期，可向所有受众传达相同的信息，因为各方都试图获得类似的信息，即希望当局保证能出台适当的政策措施来

应对危机。随着问题逐步得以解决，可进一步通过专门渠道、针对特定投资者群体（如批发融资机构、境外投资

者）开展危机沟通，向其阐释影响他们利益的有关政策细节。邀请知名记者和媒体开会介绍背景情况（如召开圆

桌会，或就重大政策进行专门介绍），可以提高媒体报道的信息质量。 

沟通应既治标，又治本。例如，除立即采取措施阻止储户挤兑及安抚其他债权人外，当局还可表示有意推出紧急

宏观经济措施或向基金组织申请规划项目。同理，银行的过度冒险行为和金融监管的薄弱环节往往是增加脆弱性

和引发危机的重要原因，当局必须向公众保证将强化金融部门，以降低未来的脆弱性。如果当局只是通过发表公

开声明来安抚市场情绪并“争取时间”，而不去解决债权人挤兑的根本问题，则这种沟通将不会奏效，反而会严重

损害当局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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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沟通内容 

当局在政策沟通中应回应公众的主要关切，不能对重要问题避而不答。当局应向公众、储户和市场保证局势得到

了控制，为此，必须预想可能被问到的问题并准备应答口径。当局应表明其所遵循的指导原则。例如，可表示已

采取（或即将推出）的政策措施的目的是尽可能降低财务破产带来的经济金融损失，避免风险蔓延，以及保护储

户而非为股东纾困。当局应着重强调已建立起保护银行客户的有关机制，如存款保险制度。在草拟相关文字时，

政策细节对提升消息的可信度十分重要（如银行资本重组的机制），但不应孤立地提供这些细节。当局应该对市

场参与者的核心关切予以回应，如出现了什么问题？哪些主体受到了影响？当局采取了何种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客户存款是否安全？客户能否继续正常开展银行业务操作，或将资金转移至境外？客户是否将承担损失？相关措

施是否为永久性的？ 

应简明扼要地传达坏消息。考虑到不同银行客户的金融知识存在差异，当局在开展沟通时应使用平实的语言。如

果储户或其他债权人必须损失资金或承担某种形式的损失，那么当局应在沟通中就此作出明确表述，并扼要地说

明其为何必须承担损失。如果当局的表述模棱两可或是掩饰令人不快的事实，将只会适得其反，因为如果官方提

供的信息不足，外界猜疑之声将取而代之，相关事实最终还是会被外界所知并被夸大。当局应尽可能避免修改关

于储户或债权人损失的表述（尤其应避免对外做出“损失将大于最初沟通的规模”的表述）。坏消息层层袭来，将

损害当局信誉并破坏稳定，当局在政策设计中应相对保守，以降低上述风险。如果事态发展出乎当局预料、必须

修改先前的表述，则应尽可能以清晰、易懂的语言说明修改原因。 

在没有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开展沟通，会加剧不确定性。如果当局在某些具体问题（如银行资不抵债，或提取存款

问题）上尚处在研究、协商阶段，暂无明确的政策应对措施，则与其明确或含蓄地表示政策还未敲定，不如不进

行沟通。当然，尽快制定出可信的政策应对措施仍然十分关键，否则无论如何恐慌都会加深。这凸显出提早规划

的重要意义，因为这能避免当局在政策制定的关键时刻陷入沉默的风险。 

四、“用同一个声音沟通” 

如果不同部门发出的声音相互矛盾且不一致，将制造混乱并进一步损害信心。要避免矛盾，通常需指派一名高级

官员（如财长），就金融部门危机的所有相关问题与公众开展沟通。在危机管理的政策沟通中，当局应至少明确

哪些领域由谁具体负责（例如，央行负责紧急流动性救助，财政部则负责公共资金的使用）。其他所有可能被媒

体提问的官员，都应就政策沟通建立起统一防线，总的策略是将媒体引导至指定发言人及已公开的材料。 

五、“媒体战” 

受政策措施影响的利益相关方可能会质疑官方表述，或借媒体来诋毁当局。受影响的各方（一般是银行股东和管

理层）可能通过传统和社交媒体，利用政策制定者个人信息对其本人发起攻击，将危机责任转嫁给监管机构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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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或是散布关于其他金融机构财务状况的谣言。如果不加阻止，这一做法可能让过错方逃避责任甚至博取公众

同情，并可能破坏当局政策应对的实质性举措。作为沟通战略的明确一环，当局必须准备好有力、统一的公共部

门回应。其需以令人信服的事实为依据，由官方发言人和（在理想情况下）知名的独立专家发声。 

六、开展协调 

要就政策、媒体渠道和发言人达成一致，关键在于协调。这种协调，可通过一个由少数几位高级官员组成的危机

管理委员会来实现。委员会成员应包括所有在危机中发挥角色的机构（财政部、央行、监管机构、处置当局、存

款保险机构等），主要负责议定沟通战略；而在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其也负责确定沟通的具体表述。委员会也可

确保整个危机期间（包括危机后的复苏阶段）当局对外传达信息的一致性，保证公众充分理解当局采取的措施及

理由，同时改善问责。如果涉及跨境机构，且他国发生的事件值得严重关切（或是国内采取的措施可能对他国产

生影响），则可能也需要与国外对口机构开展合作。 

七、未雨绸缪 

做好充分准备是危机管理工作取得成功的关键。危机管理委员会（或金融稳定委员会下设的分委会）在正常时期

定期召开会议，可就此开展准备工作。特别是在沟通领域，可委任一个小组（包含负责技术的高级官员）参与重

要的政策行动。重点准备工作包括： 

• 制定向其他政府部门通报重大事项的标准流程； 

• 让主要官员熟悉其他部门的对口官员和媒体，了解其在危机中的职责； 

• 通过模拟演练来改善流程、改进决策； 

• 提前准备好标准模板（如新闻稿模板），供所有媒体平台使用。需要时，当局可以在这些模板基础上快速

填充或修改内容； 

• 根据可能推出的政策措施提前想好后续问题，准备“常见问题”口径材料。 

• 制定监督社交媒体的标准流程，尝试通过社交媒体开展工作。 

事先准备的媒体声明应： 

• 在重大事件发生、政策措施出台后立即发布。其应描述所推出的措施，提供正面信息来安抚公众； 

• 强调当局已经采取了有力措施来强化金融部门，最大限度维护储户利益和金融稳定； 

• 简明扼要，事实准确。在书面声明或发言中使用平实的语言，避免出现混淆或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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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应妥善考虑特定媒体的需求及与其交流的方法。在危机发生前，当局应编制出主要媒体和联系人的清单。当

局在正常时期与记者交流有助于建立信任，从而能在危机中进行更好沟通。当局可围绕特定的政策主题（如银行

注资计划、储户保护、银行处置等）提供一个论坛，藉此介绍相关背景，这有助于提高媒体报道的信息质量，避

免传播错误信息。当局应研究如何管理与媒体的互动：是否应在新闻发布后设置问答环节？是否应就社交媒体发

帖中的评论和问题予以回应？应由谁负责对此作出回应，如何清除这些内容？当局是否应与知名网络意见领袖进

行沟通？应何时开展此类沟通？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各国的具体国情和文化因素。 

沟通应尽可能多地披露程序性信息，不应排除某些特定的政策选项。当局尽可能多地向媒体介绍“程序将如何（以

及何时）实施”将有助于增进相互理解，释放善意。但当局也应遵守“不介绍尚无解决方案的问题”的原则。在介绍

实质性的政策选择时，当局更宜使用简明扼要、高度概括的声明。如果在声明中提供了大量细节，一方面可能会

排除采用某些政策选项的可能性——随着事态发展，当局可能需要采取这些选项。另一方面，这可能使当局需要

修改之前释放的信息，或是给出与先前矛盾的信息。在政策要点的沟通中，当局需要在政策沟通的详细程度与信

息的一致性间进行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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