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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历程。
适逢盛世，徐洪才教授在完成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礼之作——《大国金融方略：中国金
融强国的战略和方向》一书之后，再接再厉，连续奋战，终于又完成了他的新著——《中国多层次资
本市场体系与监管研究》。
　　今天，我看到了这部新著书稿。
巧合的是，今天也是我国创业板市场举行开板仪式的日子，这令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十年磨一剑，13亿中国人翘首以盼的创业板市场终于诞生了。
这是我国金融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相信创业板一定会不负众望，对促进我国高
成长创业企业融资，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在这一历史时刻，徐洪才请我为他的新著作序，这自然是一件令我高兴之事。
　　在《大国金融方略：中国金融强国的战略和方向》一书中，徐洪才总结了400年来世界金融业的历
史，特别是回顾了100年来美国金融霸权的盛衰史和100多年来中国金融业曲折发展的历史，分析了当
前我国面临的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系统性地提出了金融强国特别是资本市场强国的主张。
在这部新著《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与监管研究》中，他继续沿着一贯坚持的金融强国的方向和思
路，就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诸多突出问题以及我国如何建立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展开
了具体的、系统的和深入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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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深化了作者在《大国金融方略一中国金融强国的战略和方向》一书中提出的金融强国和资本
市场强国的战略思想。
首次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9+1+1”模式和监管框架。
作者认为，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由一个主板市场、一个创业板市场和九个区域性OTC市场组成；
应选择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西安、武汉、广州、济南和沈阳等中心城市建立区域性OTC资本
市场。
形成南北呼应、东西承接、辐射全国的多层次金融中心体系和资本市场网络，直接融资体系与间接融
资体系形成“双轮驱动”，以满足我国不同层次企业多样性的融资需求。
　　本书适合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企业家及金融专业研究者阅读；同时，也适合关心中国资本市场发
展的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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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洪才，著名金融学家。
199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证券期货研究中
心主任、金融学教授。
清华大学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研究院特聘教授。
北京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证券业协会专家委员；曾就职于中央银行、证券公司、风险投资公司和中国石化集团。
拥有18年企业、银行、证券和风险投资经历。
多次到美国和欧洲进行学术访问；已出版《大国金融方略》、《中国产权交易市场研究》、《投资基
金与金融发展》、《投资银行学》、《中国资本运营经典案例》和《期货投资学》等10余部学术著作
；最近5年。
到全国200个城市为政府官员、银行行长和企业高层管理者做了200多场学术报告，近10万人聆听过他
的精彩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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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90年12月5目，国家体改委批准成立“全国证券自动报价系统”，即STAQ法人股流通市场。
1991年4月，该市场承担了中国第一次国债承销试点；1992年7月8日，上市了第一家法人股——珠海恒
通置业有限公司。
到1993年8月，STAQ已有上市公司10家。
1993年9月，淄博证券自动报价系统（ZBSTAQ）成立，到1997年底已有挂牌企业50多家。
1993年4月28日，“中国证券交易有限公司”，即NET法人股市场组建，该市场曾发展6家上市公司，
拥有86家会员、200余家证券营业点和几十万户投资者。
　　截至1997年11月份，全国有100多个大小不一的地方性股票交易市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淄博、天
津、武汉等10多个市场。
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它们各自为政，标准不一，监管不力，导致风险积聚，危及社会稳定。
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促使国家对各地场外交易市场予以全面清理。
在1993.1997年间，场外交易市场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地方经济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最终因运
作不规范而在阵痛中退出了历史舞台。
1999年10月底，全国影响最大的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关闭。
以此为标志，我国场外交易市场陷入暂时的停滞。
　　但外力终究压制不住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冲动。
1999～2003年，是我国产权交易市场恢复性发展时期。
产权交易市场与技术市场融合在一起，一种名为“技术产权交易所”的市场组织迅猛发展起来，成为
产权交易市场发展的一大新的特征。
在一些经济中心城市，如上海、北京、深圳、成都、西安和武汉等地在各地政府倡导下先后成立了
近20家技术产权交易所，对资本、投资和技术创新的有效结合进行了积极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
中小企业融资和创新活动。
　　自2003年开始，随着国有产权实行强制进场交易制度，我国产权交易市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
段。
2003年11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同年12月31日，国资委和财政部联合公布《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要求企业国有产权
转让必须进场交易。
2003年12月18日，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成立。
随后，北京产权交易所2004年初挂牌，该所由北京产权交易中心和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合并组成。
目前，散布于各地的产权交易所共有200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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