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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平时通过研究工作，与夏斌接触不少。
其实从他的工作阅历和目前所肩负的工作也可知道，他富有金融实践操作和理论、政策研究的大量经
验，在日常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时，观点独到、敏锐、务实。
从这本书的谋局布篇及涉及讨论的问题可以看出，全书不仅为战略研究所需的理论创新作出了铺垫，
同时讨论的内容直指中国当前金融领域中的热点与棘手问题。
可以说，这本书几乎涉及了未来中国金融发展中的各个重大问题，同时按照国内金融“充分市场化”
和涉外金融“有限全球化”这一明确的战略取向，渐次展开分析。
观点鲜明、逻辑性很强。
相信这对政府决策会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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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斌
　　国务院参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中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审组专家，“中国经济学家50人论坛”成员，中国金融学会
常务理事，《银行家》杂志编委会主任，上海、北京等多个省市政府特聘专家、顾问，中国数所大学
及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中国并购公会首席经济学家。
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证监会交易部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中国人民银
行政策研究室负责人、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

　　著有《中国货币供给理论的实证研究》、《货币供应量不宜作为货币调控的唯一目标》、《中国
私募基金报告》、《关于中国30年渐进改革理论框架的认识》等，曾主编《金融知识百科全书‘中国
金融理论部分》(1991年)、《证券大辞典》(1994年)，出版《金融控股公司研究》(2001年)、《转轨时
期中国金融问题研究》(2001年)，翻译《日本的自由化和金融革新》(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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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第十章　行动纲领　一、战略核心意图的另一种表述　二、四大战略目标　三、四项工作原则　四
、七项主要任务结束语参考文献专栏目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金融战略2020>>

章节摘录

　　第二章 货币金融理论：本源的回归与现实　　不论是研究中国金融发展战略，还是探讨中国金融
与世界的融合问题，抑或是探索对世界金融制度的改造，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
而这些理论，其实都是基于对不断演化的货币金融的新认识，寻找如何正确处理其和经济关系的答案
。
　　面对现实世界纷繁复杂的金融现象，在现实金融理论0领域中存在为数不少的“盲人摸象”、“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于是生出诸多困惑。
如何牢牢抓住货币金融的本质功能（货币金融的“体”），驾驭由“体”而衍生的千变万化、越来越
复杂的金融现象，需要不囿于教科书的教条和偏见，追根寻源，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活生生的金融生
活中，认真梳理、抽象。
特别是作为“赶超型”的中国，既是一个转轨经济体，又是一个大国经济体，在未来的金融大发展中
，要想不迷失方向，更需要追根寻源，弄清货币金融体系到底为何物，并据此出发，采取似乎“非常
规”的行动与措施，才能力避其他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开放时几乎都曾陷入的危机漩涡。
为此，作为全书下面各章有关战略内容的统领和主逻辑，本章有必要首先从抽象理论上，对货币和金
融及其不断的演化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谨慎的求证。
　　当今金融世界与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金融世界相比，有诸多不同。
在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几乎同时开始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三四十年内，各国金融危机层出不穷，
危机频率日益提高，危机范围已由小国发展到大国，由非国际主导货币的国家发展到国际主导货币的
美国。
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如美国前财长鲁宾所说的，“到目前为止，这些危机似乎是发展中国家在其发
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特别是经历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学术界对用传统经济学来指导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
金融发展与开放，更是产生了诸多困惑，并逐渐形成共识：在发展中或转轨国家的金融开放路途中，
世上几乎还不存在一套普遍适用的做法。
　　同时，这轮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引起各国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理论的深刻反思。
发达国家所谓成熟的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制度与技术为什么会失败?传统的西方经济、金融理论存在哪
些缺陷?IMF等国际组织也在反思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并提出了包括宏观审慎性
在内的新思想。
但是，这一切的反思是否已经足够?从更长的历史看，如果不带有任何的利益倾向和偏见，如何理解过
去人们所公认的货币金融功能，在当今活生生的金融世界中具体演化出了哪些特质?　　可以说，理解
和把握这些特质，不仅是传统货币金融理论建设的需要，是重建稳定的国际金融秩序的需要，更是思
考中国经济崛起，制定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期金融战略的紧迫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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