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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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体制改革和货币问题研究》系统梳理、总结了中国金融改革30年的历程和变化，再现了中
国金融体系发生质的飞跃的全过程，从比较金融视角出发，论证了金融改革的“中国模式”，构建了
以目标设定、路径和顺序选择、动力来源以及推进策略等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改革模式分析框架，根据
金融全球化的新发展和全球经济失衡的新挑战，研究了国际环境新变化下中国金融改革的重点和基本
方略，包括多元化竞争性金融机构体系、金融机构市场总容量和结构、金融机构的集中度与国家控股
权、资本市场的层次结构、货币运行中的总量与结构、流动性过剩与货币供求的新变化、人民币汇率
制度与区域化发展、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与代价、金融的整体安全与风险防范、“分业经营、分业监
管”格局的适应性与局限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与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金融发展中政府的角色定位
与市场力量的协调等，重点解决和突破这些“瓶颈”，会大大加快金融“转型”与“定型”的步伐，
推进中国金融“新型式”的确立，并使中国金融在“新型式”下更好、更快的健康发展。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融体制改革和货币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

　　王广谦，男，汉族，1955年9月出生，中央财经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百千万人才
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主要学术职务：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投资学会副会长、教育部
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
　　主要研究方向：货币金融理论与政策、经济与金融发展等，1982年以来，在重要刊物发表学术论
文及相关文章10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主编教材4部，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级课题的研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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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代表作：《经济发展中金融的贡献与效率》、《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经济与金融发展》
、《20世纪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研究：进展与述评》、《中国经济增长新阶段与金融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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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债券远期市场推出至今（2007年8月），已有近两年的历史，虽然交易量在增加，投资者结构
更加丰富，交易债券品种分布也较前广泛，但从实际内容看，仍然有相当多的问题，主要是投资人参
与远期交易，其首要目的却不是规避利率风险，在实际运用上被用作短期融资的工具：因临时头寸不
足，投资机构委托第三方代理持有，待资金到位后再行购人。
从而扭曲了其原来的功能。
　　其二，利率互换。
利率互换只相互交换利息支付条件，其本金的载体可以是债券，也可以是银行贷款，一般是在固定与
浮动、浮动与浮动之间进行互换。
由于银行在债券市场、贷款市场的重要地位，利率互换上，商业银行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中国的利率尚是受严格管制的，基准利率长期未能形成，这对利率互换业务的发展，形成了很大
的限制。
利率互换存在着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主要是没有基准利率的缘故。
2007年新推出的上海拆放利率（Shibor），成为中国的基准利率，将会促进利率互换的发展。
　　中国利率互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产品差异化不够，且有长期化趋势。
如图7-27所示，目前中国利率互换产品成交量最大的是5年期利率互换，1年期以下的利率互换合约成
交量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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