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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
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
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熏陶和滋养；一个国家要在国际综合国力
竞争中赢得优势，不能没有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软实力”的强大和支撑。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哲学社会科学与
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五个高度重视”、“两个不可替代”等重要思想论断。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哲学社会科学放在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
，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2004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了新世纪繁荣发展哲学社
会科学的指导方针、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
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
世界。
”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阶段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的重大战略目标和任务，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根本保证和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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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经济调整中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新时期国家经济调节的基本取向与财政
金融政策的有效组合》内容简介：以革30年来，中国经济迅速融入全球一体化进程，全球经济调整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日益显著。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中国的改革开放按照既定的路径继续推进，同时兼顾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社
会政治和谐进步两大目标，这不仅是对改革以来中国经济体制调整和市场制度建设成效的检验，也是
对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新体系的考验。
随着党的十七大的召开，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进一步明确。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基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探究科学发展观、又好又快发展与经济发展的
“中国模式”之间的关系，研究解决政府调控与经济市场化的有机结合以及如何更为有效地发挥政府
调节经济的作用等问题，必然成为决策层和理论界需要认真对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难题与政策
挑战。
　　本研究报告旨在讨论全球经济调整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以及国家的应对方
略和政策取向；在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中，我们特别关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组合。
在过去十余年间财政和货币两大政策的运用，虽然政策的组合效果并不总是尽如人意，但总的来说对
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增长起到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调整的新的宏观经济格局及国家建立适应新形势宏观调控体系的要求，需
要对这两大政策在新形势下的有效配合进行新的诠释，其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不言而喻。
可以说，只有建立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财政金融政策的有效配合模式，我们才能最终建立一个有效的
宏观调控体系，从而应对全球经济调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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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会长。
 　　1981年11月3日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一批博士生导师。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第从届全国人大代表、财经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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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编写的主要教材《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获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货币银行学》获1994年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年教
委全国普通高校教材一等奖、1997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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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黄达自选集》中。
其中《财政收入与信贷收支相互配合中的结合部问题》（与韩英杰合著）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理论
文章一等奖；《中国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和通货物价问题》获孙冶方经济科学1984年度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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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部分包括第4章、第5章和第6章，其核心是解释全球经济调整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
具体影响，特别关注制度变革、开放水平、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为了凸显讨论的经验实证内涵，这一部分运用了计量方法。
在计量方法的选择上，出于简化分析的考虑，主要选用了回归方法。
分析结果表明，全球经济调整以及经济全球化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依赖于经济制度、政策以及经济增
长模式等基本因素的变化。
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显著地推动了中国资本－劳动比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极大地推动
了中国的经济增长；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约束条件的变化以及增长模式的较大调整，全球
经济调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显著降低。
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的开放战略，根据中国经济中基本约束条件的变化和全球范围内经济全球
化进程的新特征调整中国的开放战略。
　　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和第8章，主要探讨在全球经济调整背景下资本市场发展对于一国经济增长的
作用。
无论从历史逻辑还是从理论逻辑的角度看，全球经济调整以及经济结构的演进与资本市场的发展之间
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发达的资本市场可以推进产业结构更新步伐，进而推进科技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从而加速经济结构的
高级化进程。
从理论上讲，金融体系（包括资本市场）作为一种制度供给，必须与由经济结构决定的金融需求相适
应，恰当的金融制度供给可以提高社会经济活动中金融需求的满足度，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
经济发展。
进一步分析，经济结构因全球经济调整而出现的变化会对一国的金融体系提出新的需求，因此，我们
需要时刻把握经济结构调整与金融制度供给以及资本市场发展的关系。
　　从第五部分开始，本研究报告试图分别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角度讨论全球经济调整背景下中国
经济增长对财政货币政策提出的新需求，以及到底什么样的财政货币政策选择才能有效保证未来中国
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第五部分包括第9章和第10章，该部分将全球经济调整进一步扩展和提升到涵盖面更广的社会政治
经济的“大调整”视角，通过对全球社会经济调整逻辑的梳理及其对迅速融人全球化进程的中国经济
增长机理的影响，得出需求不足和与此紧密相关的社会结构失调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长期面临的主
要问题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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