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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企业的资本自由涉及拥有资本、获得资本、使用资本和资本流动的自由。
《2011年中国企业资本自由研究报告》澄清了资本自由的概念，提出了研究中国企业资本自由的分析
框架，编制了中国省区企业资本自由总指数、方面指数、分项指标和二级分项指标，并计算了各省区
相应的得分和排序。
此外，《2011年中国企业资本自由研究报告》还对每个省区的资本自由得分与排序状况进行了总结和
分析，指出了其进展与不足。
　　我国民营企业为什么需要自由？
拥有哪些资本自由？
民营企业的资本自由在总体上有着哪些进展与障碍？
哪些省区的资本自由进展更大？
哪些省区的资本自由障碍更大？
其背后的成因是什么？
各省区政府应该作出哪些努力以增进本省区的企业资本自由？
《2011年中国企业资本自由研究报告》对上述问题提供了解答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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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同时，对于理论发展和政策分析来说，我们可以利用这套指数分析经济发展水平与体制改革之间
的相关关系。
与其他指数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说明各地区之间经济增长或经济繁荣程度之间差异的原因
。
最后，如果我们有连续若干年的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资本自由流动程度相对指数，构成时间序列数
据，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深化对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以及体制改革进程的动态认识，可以用来分析更多
的理论和政策问题。
我们的计划正是将这一工作持续进行下去，每年对中国的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和资本自由流动程度
进行跟踪研究。
　　当然，不管是经济学理论还是经济实践，都无法给出一个最优的金融发展水平和资本自由流动程
度来作为理想的参照系，以用来衡量现实。
基于这种考虑，本课题设计这套指数的主要目的，是将各地的金融发展水平和资本自由化程度进行相
互比较，作出排序，同时也尽可能近似反映各个省、市、自治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和资本自由流动程度
的演变过程，对它们的进步或退步作出评价。
因此，这一套指数评分并不表示金融发展和资本自由流动的绝对程度，而只是表示某一省份同当时金
融发展水平和资本自由流动程度最高和最低的省份相比的相对位置，只是用来反映哪些地区的金融发
展水平和资本自由流动程度相对更高一些，哪些地区相对更低一些。
同时，指数的设计也照顾到了跨年度可比的问题，各省份各年度的得分反映了该省份金融发展水平和
资本自由流动程度各年度之间的变化趋势。
　　应当指出，尽管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资料分析和研究，也借鉴了一些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但目
前的研究成果仍然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
同时，在实际分析中也受到数据资料不全和不够准确等问题的制约，一些理论分析表明很好的指数因
为无法得到数据不得不放弃，一些实际纳入的指数其数据质量也不尽如人意，这些均会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测度的精确性。
但总体而言，我们仍然相信，这里所提供的分析结果大致反映了各地金融发展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实际
状况。
　　我们的这套指数从四个方面分别反映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资本自由流动程度的进展，每个方面
指数反映一个特定方面，由几个分项指数组成（组成各个方面指数的基础指数目前有2l项）。
这四个方面指数构成一个总指数，反映各地区金融发展和资本自由流动水平相对程度的总体评分和排
序。
　　为了比较全面地反映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资本自由流动的状况，我们选取了多个指数从不同方
面对此进行度量，并分两个阶段对方面指数和总指数进行了合成。
所选取的测度指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数据可获得性的影响。
在可用的指数中，各指数的重要程度和真实程度可能存在差异。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1年中国企业资本自由研究报>>

媒体关注与评论

　　感谢冯兴元、夏业良及其同仁的努力，写出这部价值极高的著作。
本书值得所有人细读，决策层能看到全国哪里的市场化进程最慢，地方决策层能知道为什么本地资本
自由落后，学者能从中研究制度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投资者可以找出哪里有最好的投资环境
，业者和学生能发现在哪里从业会最有前途。
只有跨地区的竞争，才能让全社会整体富有。
　　——耶鲁大学著名金融学家陈志武教授　　　　经济决策与商业活动的一个核心特点是资本这一
关键增长要素的自由配置程度。
本书聚焦于对这一核心特点的分析，对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奇迹”大有助益。
　　——法兰克福金融与管理学院德中管理学院何梦笔院长（c．Herrm&nn-Pil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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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各地区资本自由指数：构成与衡量方法、中国各地区企业资本自由指数（2007～2009年）与
相对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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