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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货币循环视角对中央银行在金融生态系统中的角
色定位做了系统的研究。
作者开篇便提出了中央银行是否为金融生态系统Key—stone这一命题。
接着，为论证这一命题，全书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三个层面展开了构思。
通过将金融系统与生态系统进行模拟、研究金融生态系统中货币循环的作用并基于该视角进一步阐述
中央银行与金融生态系统的关系，进而具体分析了中央银行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发?着“货币循环的总阀
门”“货币循环的遥控器”“货币循环镇流器”的作用，最后，作者结合当前金融危机对今后的研究
方向进行了展望。

　　作者通过引入金融生态系统的概念，为研究中央银行在金融运行和金融风险形成中的角色提供了
一个全新的视角，具有抛砖引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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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改革开放之前的支付清算体系。
这一时期从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开始，直至改革开放之前。
该时期的支付清算体系充分反映和适应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产品生产、交换对支付清算的特殊要求。
中国人民银行建行（1948年）初期，曾沿用中国银行业传统的资金结算方式，即同城结算以现金和支
票为主，异地结算以汇兑为主。
20世纪50年代初期，随着银行汇兑业务的全面恢复，国家对机关、团体、公营企业实行严格的现金管
理，除小额交易和对个人支付可使用现金外，其余支付一律通过银行转账结算进行。
后又采用了前苏联的结算模式，在全国推行支票结算、托收无承付结算等九种结算方式。
这一时期的支付清算体系具有鲜明的计划经济色彩，突出银行作为国民经济活动的结算中心地位，限
制和取消商业信用，有计划地组织和调节货币流通。
“文革”时期，银行运行基本上处于无序状态，结算业务勉强维持。
“文革”结束后，国家开始整顿经济及金融工作，加强了包括结算在内的金融管理，结算秩序得以恢
复，业务逐步纳入正轨。
　　（2）改革开放后支付清算体系的发展演化。
改革开放之后，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消费水平迅速提高，对外交往逐步扩大，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日益增大，金融体制及支付清算体系发生了全方位的变革。
①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家支付清算体系中法律地位的确立。
中国人民银行自1948年成立以来即在国家支付清算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角色地位的基础截然不同。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兼具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重职能，其在支付清算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基于计划经济制度和“大一统”银行体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人民银行在支付清算体系中核心地位的基础是中央银行制度安排以
及法律赋予的职责权力。
②支付清算制度体系的变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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