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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人类文明推进到一个全
新的高度。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多恩布什所评价的：“这个世纪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要好。
尽管有大萧条，尽管有两次世界大战，今天人类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
站在今天的水平上进行比较，1900年简直就是石器时代”。
在理论研究方面同样如此，今天所达到的层次，也远不是100年前所能想象的。
在新世纪之初，回顾上一世纪所走过的路程，在历史发展中寻找规律，探索未来，无疑具有重要的意
义。
我们这项研究，回顾的是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百年来所取得的重要进展。
　　20世纪，从经济发展来看，一个重要的变化是金融逐步成为经济运行的核心。
相应地，对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也逐步成为经济学家研究的核心内容。
一方面，对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已形成一个庞大复杂的研究体系；另一方面，这个庞大复杂的研究体
系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内容和重要支柱。
本书研究了西方经济学家在货币金融领域最为重要的若干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主要包括货币与经济的
关系、货币供求与均衡、利息与利率、储蓄与投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货币政策、金融市场、金
融中介、汇率与国际收支、国际货币体系、金融发展、金融创新、金融脆弱性、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
等方面，并对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研究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分析。
此项研究进行了2年多的时间，虽然作者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归纳分析，但仍不
敢说在理解西方学者的思想上毫无差错，还望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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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研究：进展与述评（修订版）》20世纪货币金融理论取得了巨大进展
，正像1900年的世界经济远无法与2000年的世界经济相比一样，现在的货币金融理论也远不是1900年
所能想象的。
认真回顾20世纪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对于我们把握21世纪货币金融理论发展的趋势，并通过这
种分析探索金融发展乃至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20世纪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研究：进展与述评（修订版）》将对货币与经济的关系、货币供求与均衡
、利息与利率、储蓄与投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货币政策、金融市场、金融中介、汇率与国际收
支、国际货币体系、金融发展与创新、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行为金融以及该领域新的发展趋势等方
面予以较为细致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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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的情况下由实物因素决定其运行，这是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条件。
哈耶克借鉴了威克塞尔中立货币的概念，但对保持货币中立的条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哈耶克认为，保持货币中立的条件不是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的一致，而应是货币供应的总流量不变。
在哈耶克看来，变动货币数量，不论其对一般物价水平有无影响，都必然会使商品相对价格和生产结
构发生变动。
由于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动决定着生产的数量和方向，生产结构的变化影响着经济均衡，因此，要使货
币保持中立性，消除货币对商品相对价格的形成和生产结构调整的影响，必然需要货币供应量保持不
变。
只有依靠储蓄扩大生产，经济才能达到均衡状态。
反之，若以增加货币供应量来扩大生产和投资，货币就将失去中立性而成为破坏经济均衡、导致经济
危机的祸根。
　　在《物价与生产》一书中，哈耶克详细分析了货币失衡对经济均衡的影响。
哈耶克说，经济均衡的条件是三个比例相等：即用于购买消费品的货币量和购买资本品的货币量的比
例，等于消费品需求量和资本品需求量的比例，也等于周期内所生产的消费品量与资本品量的比例。
只要这三个比例保持相等，消费品与资本品的需求、生产和购买就不增不减，生产结构稳定，经济达
到均衡。
但是如果人们的消费和储蓄都不变，只是人为地扩大货币供应量，这三个比例就会互不相等，经济均
衡的条件由此遭到破坏，经济出现失衡。
例如，由银行增加货币供给量向企业家提供信用来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这将使得购买资本品的货币
量、资本品的需求量和产量增加，出现生产期间延长、生产阶段增多的短期繁荣。
，但由于已无闲置的生产资源，只能将原来用于生产消费品的一部分生产资源转向生产资本品，使消
费品减少，价格上涨。
但与此同时，由于消费者并没有改变购买消费品的货币量和其对消费品的需求，于是，上述三个比例
出现不等，经济均衡的条件遭到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变，由于所能购买的消费品量下降，使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
处于一种“强迫性节约”的状况，尚能勉强维持经济均衡。
但当新增加的货币经生产者转手而成为人们的货币收入以后，人们通常会立即增加消费，使得对消费
品的需求增加，价格上升，导致部分生产资源又转回消费品生产，致使生产期间缩短，生产阶段减少
，迂回化程度降低，生产结构被迫回到原来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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