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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以经济金融学理论的最新发展为基础，以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及金融发展的现实为
背景，深入研究了中国金融发展的模式、特征以及金融深化的内生机制与制约因素等。
本书由相对独立的三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集中研究并思考中国模式，旨在探寻中国渐进式演变的
背景、路径与约束条件，重点考察金融深化在所谓“中国国情”下是如何变化和发展的。
第二部分着重分析当今世界各国金融深化模式的国际比较。
由于我们把发展模式简单并且非标准化地分为几个类别，因此，这一部分亦可由此称为“类比较的国
际经验”，着重总结这几类模式在金融深化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从而为中国未来金融健康而有序
地发展服务。
第三部分是作者关于中国金融未来深化发展的一个综合性小结。
主要是以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为标志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及蔓延为全球金融深化发展为大背景，思
考并总结我国30年来金融深化发展的经验得失。
作者认为，面对变动中的这个世界，也许我们更应该趁此机会多想想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内外因素支
撑了我们的高增长？
这种高增长还能持续吗？
金融创新与市场失误之间有什么关联7我们的发展模式或日“中国之谜”就真的是最好的吗？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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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首批金融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现任教育部重点学科基地——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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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研究》、《新华文摘》、《经济学动态》、《金融研究》、《财贸经济》、《经济学家》、
《财经科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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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说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金融学术思想发展的重点在于“破”，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邓
小平南巡之后，其重点则在于“立”。
包括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及资本市场等在内的现代金融体系都是在这一时期前后得以初步建立的，
到2000年前后中国金融体系已经初具规模。
金融学术思想发展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进一步，随着中国金融改革和学术思想的深化和跨越，学术思想也超越了国界限制，表现出强烈的学
习和引进倾向，兼收并蓄，越来越多的西方金融理论被引进和研究，金融思想在理论和实证方面得到
进一步的突破。
金融学术研究的理念和范围都在改变和扩大，包括金融工程、公司财务等微观金融，以及制度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等交叉学科的研究也在进行和深化中。
　　在我们看来，中国现代金融思想从来都不完全是马克思的，也不完全是西方的，它吸收和传承了
包括中国古代、西方经典、马克思的有关理论，以及前苏联等国家的经验模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
种综合性的文明成果。
正如马克思、列宁等本身就是舶来品一样，中国现代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从来就不是完全封闭
的。
尽管判断正误为时过早，但我们仍然有理由认为：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并使用过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
理论，利用货币政策并辅以行政手段并行调节金融经济的相关手法，在资本市场上由民间自发、国企
筹资到股权分置改革的这一段中国式操作，利用财政力量及外汇储备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并推动
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相关思想，以及人民银行在防范通货膨胀、调节流动性和人民币汇率等方面的理
念和操作五个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中国特色”。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综观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金融学术思想多以对经典理论的解释和对政
策实践的研究为主，似乎没有一条完整的主线贯穿其中，尚未形成学术门派以及系统的金融学说。
这既是中国金融学术思想的问题或者缺陷，同时也是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化所面临的重要障碍，这些问
题目前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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