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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论文集汇集的主要是自2005年至2009年这五年中我的著述，其中绝大部分公开发表，少部分未发
表但也作为研究生的教学参考资料。
总的说来，这些论文的写作，紧密地联系了当时的国内外实际，针对了学术界和实际部门关注的热点
问题，应当说它们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但实践总是常青之树，理论总是灰色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生命力，或许会消减，有待社会的
检验。
汇集出版的初衷就是让它们再次接受实践的检验，接受读者的评判，接受时间的考察。
当然，也想为同行、为自己、为我的学生留下一份纪念。
汇集在文集中的论文共49篇，内容包含着方方面面，以金融领域为主，扩大到其他经济领域，表明作
者的专业偏好。
为了便于读者检索和阅读，把它分做五大部分，并把每一部分研究的思路和主要内容，概括于后：（
一）这一部分探讨了部分金融、经济领域中的理论问题。
作者认为：不能认为只有经典作家的论述才是理论，一般人的论述就不算理论；不能认为外国人说的
才是理论，中国人说的就不算理论。
理论并不深奥：理论只不过是解释事物存在的必要性、可行性、现实性，阐释它的传导机理，分析它
的生命力；理论并不神秘：一种思想观点经过实践的检验，能够被众多的人接受、认同，就是理论，
可以说理论是众多人对事物的共同的理性认识。
思想——理论——学说是相互关联而又有区别的三个不同层次的概括：思想具有个性，理论具有共性
，学说具有系统性。
中国人有智慧、有胆识、有知识，发展、繁荣科学技术，其中包含着金融、经济科学、技术。
在这一部分的十三篇论文中，①首先对“金融机构的性质、理论支撑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
析。
关于金融机构的性质通常按其业务划分为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四大类型，但作者认为这样不够，
还应按其功能分作：投资经营型、经纪服务型、公证仲裁型、社会保障型，强调一个金融机构可能具
有单一的功能，也可能具有多种功能。
关于金融机构存在和发展的理论支撑，代表性的观点是金融中介理论，如交易成本说、信息对称说、
规模经济说以及防范风险说等，但作者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金融中介理论也在推进，特别要
联系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推进金融中介理论创新。
对此，作者提出了“推动发展论”、“配套改革论”、“金融消费论”。
对于机构与市场的关系，作者提出要注意它们的互支、互动、互补和互替。
②美国安然公司事件发生后，学术界曾提出“美国市场经济还有没有活力？
是否产权的边界明确了，落实了产权监护人，治理结构的主要问题就解决了？
”等关系着制度存在的生命力问题，在本文中，作者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并讨论了“做假账的社会学
、经济学”。
③怎样按科学发展观发展金融事业，本文结合中国实际揭示了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特点，并从
理论上强调要发展互助性金融和扶贫性金融。
④在《试论我国金融资源的配置》中，值得重视的是三个观点：一是在国家和政府掌握金融资源的状
况下，金融资源的配置与经济发展胶合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也金融，败也金融”；
二是金融资源的配置怎样让“老百姓”的资产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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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论文集汇集的主要是自2005年至2009年这五年中作者的著述，其中绝大部分公开发表，少部分未
发表但也作为研究生的教学参考资料。
这些论文的写作，紧密地联系了当时的国内外实际，针对了学术界和实际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应当
说它们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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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互助性金融和扶贫性金融    十八 我国金融事业发展的缺陷需要弥补    十九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国
别差异、着力点和切入点    二十 “穷人的经济学”与农村劳动力输出    二十一 论我国农村金融抑制    
二十二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与农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  金融风险、危机与监管    二十三 金融风险、金
融危机与金融安全    二十四 试析金融风险、金融危机的理性认识过程    二十五 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与
金融安全    二十六 辩证地看待引进外资与利用境外资源    二十七 美国收入分配的贫富差距与金融经济
危机    二十八 金融危机的影响与面对    二十九 金融危机的面对与金融制度建设    三十 吸取全球国际金
融危机的经验教训    三十一 怎样看待当前我国信托业的风险    三十二 关于金融监管问题的思考    三十
三 试论法与金融风险    三十四 析世界金融格局变化中永恒的主题  金融学科建设    三十五 金融学科建
设何去何从    三十六 试论当代金融学科发展及与其他学科的  交叉融合    三十七 金融改革的回顾与评
析    三十八 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改革    三十九 弘扬财政建设中的民主精神    四十 可转换债券发行动机
研究评述  综合    四十一 漫谈金融消费    四十二 加入WT0，我们要审时度势    四十三 证券业的兴起与
金融宏观调控    四十四 对影响股价变动的几个经济变量的分析    四十五 证券市场税种的理论与实践    
四十六 必须关注房地产经济的特殊性及其对金融的影响    四十七 当前金融领域中值得关注的悖理现象
   四十八 道德风险与金融职务犯罪    四十九 金融被遗忘的角落(二)随笔及读书笔记  随笔    一 对商业银
行展业的一点认识    二 加入WTO，深圳特区的思考    三 简议人民币对内贬值与对外升值    四 《银行
家经济学》中文版序言    五 控股51％的意义何在    六 从企业家到慈善家    七 刍议金融生态    八 尤努斯
举办乡村银行的哲理简述    九 与外商合作的经济学    十 国有企业的老板能否成为真正的经济理性人？
    十一 股票价格上涨与财富流失    十二 经济研究要关注利益集团    十三 研究金融要研究经济    十四 科
学发展既要市场机制也要政府推动    十五 当代，国际竞争的单位是一个城市、城市圈    十六 金融在缩
小收入差距中有何作为    十七 项目融资的赤道原则与企业社会责任    十八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希望
不仅仅在田野上    十九 怎样看待人的生活质量    二十 打造农村金融三视角    二十一 误导是因，危机是
果    二十二 关注民生与文化建设    二十三 消费、储蓄、赤字与美国金融危机的逻辑    二十四 美国人的
理念与消费    二十五 现实与未来的思索    二十六 从“国家破产”这个新概念说开去    二十七 虚拟是对
实体的超越    二十八 刍议两型社会    二十九 怎样看待互联网  读书笔记    三十 学习《新世纪中国货币
政策的挑战》一文的体会和思考    三十一 把握巴塞尔协议的来龙去脉关注国际金融监管的新规则    三
十二 对巴塞尔协议精神的理解    三十三 关于金融监管的学习笔记    三十四 学习《金融学文献通论·宏
观金融篇》的体会和思考    三十五 对于“破产法”的解读    三十六 影响金融业发展的因素    三十七 当
代货币理论研究进展    三十八 科斯定理解释力的有限性    三十九 市场不是万能的    四十 学习《从资本
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文的体会    四十一 市场有效性的评析    四十二 值得关注的新世纪初国际银行
业的动向    四十三 对金融电子化或网络金融的思考    四十四 中国新闻社采访回函    四十五 银行主导型
金融体系与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    四十六 所谓跨市场、跨行业的风险    四十七 对施莱弗《政府对银行
的所有权》一文的简评    四十八 学习《政府与法治》的思考    四十九 “金融媒介之新理论”(读书笔
记)    五十 读《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体会    五十一 对《开放式基金对现代金融理论的突破》一文的评
述    五十二 马克思的货币危机理论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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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代西方的金融理论把金融中介组织划分为三类：一是吸存金融中介组织，简称吸存机构，二是基金
型的金融中介组织，简称投资基金，三是经纪人型的金融中介组织，简称经纪人。
除经纪人以外，它们认为吸存机构相对投资基金来说有三大特点：一是投资人（基金盈余者）把资金
投资于吸存机构，其价值不受吸存机构资产组合的影响，如果投资人把资金投资于投资基金，其价值
要受投资基金资产组合的影响。
为什么前者不受影响，而后者要受影响？
因为二者的投资交易合约不同。
二是投资人把资金投资于吸存机构，回报是相对固定的，而把资金投资于投资基金，回报是相对不固
定的。
三是吸存机构的资产相当部分是“不可转让的证券”，对此，不需要借款人提供必要的信息，这样的
融资能适应那些出于保密不愿意提供信息的借款人的要求。
它们强调经纪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介组织，因为真正意义上的中介组织要把资金盈余者的投资纳入
自己的资产组合中，无论是吸存机构，还是投资基金都是这样。
它们强调这一点是为了使资金盈余者的投资与自己的资产结合起来，以便“风险共担、利益同享”，
有利于“保证投资回报”。
“真正意义上的中介组织要把投资纳入自己的资产组合中”，这样的论断也反映在《新帕尔格雷夫经
济学大辞典》中。
它指出：“金融中介是从事买卖金融资产事业的企业”。
把这种企业称作“金融中介”，是要表明金融中介在资产选择、组合当中的作用，应当说是广义的金
融中介。
而对相对狭义的金融中介而言，实际上是“金融经营”。
这样的概括基本上符合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说它“基本上”符合实际，是因为在那里有的
金融机构运作中，没有将资金盈余者的投资与自己的资产结合起来，比如“契约型基金经理公司”，
它具有单纯的中介机构的性质，只有“公司型基金经理公司”才把资产盈余者的投资与自己的资产结
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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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曾康霖著作集续集(套装共2册)》是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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