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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稳中求进的步伐:中国金融渐进式改革》通过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与发展路径的历史考察，较为系统
地反映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金融的变革轨迹和运行状况，这既是对中国金融渐进式改革的历史总
结和回顾纪念，也有助于了解和把握中国金融的未来发展趋势。
 
中国金融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政府、市场、金融机构及与其相关联的企业和个人，《
稳中求进的步伐:中国金融渐进式改革》只选择了中央银行体系及金融宏观调控机制、金融组织体系、
外汇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和发展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金融制度的变迁为主线来进行分析论证，试
图对1979年至今的30多年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变迁过程作出描述与分析，体现与解析其“转
轨性”特征，探讨1979年以后中国成功的渐进改革与金融制度变迁之间的逻辑联系。
在对这30多年的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积淀与绩效的历史考察基础上，探寻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与发展的
未来趋向。
 
《稳中求进的步伐:中国金融渐进式改革》既适合对当代中国金融改革研究有兴趣的各界人士阅读，也
可以作为经济类专业高校学生、科研院校经济领域理论研究工作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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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钟瑛，女，白族，湖南桑植县人，管理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员、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民建
北京市委常委兼市委理论委员会主任、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
200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2003～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研究，专项研究中国金融体制改革
与金融市场发展。
 近年来在国内学术期刊先后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5部，主持、参与国家级与省部级研究项目10
余项，曾获中央国家机关、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市等颁发的优秀科研成果奖项。
代表作有《资本的激情与理性——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证券市场》（专著）、《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论文）、《城镇化发展战略的资本要素配置与资本化运作》（研究报告）
等。
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中国金融、当代中国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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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第1章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金融概述 1.1新中国金融的建立：1949～1952年 1.2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大
一统”的金融体制：1953～1978年 1.3改革开放前的金融计划与管理 1.4改革开放前国有金融制度安排
的理论分析 第2章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基本历程 2.1金融体制改革的起步阶段：1979～1992年 2.2金融体
制的全面改革阶段：1993～1996年 2.3金融体制的深化改革阶段：1997年至今 2.4金融体制改革的基本经
验与制约因素 第3章中国金融组织体系改革 3.1金融组织体系的基本建立 3.2金融组织体系结构调整分析
3.3建立现代金融组织体系的改革措施 3.4金融机构制度安排与绩效的理论分析 第4章中国金融调控、金
融监管与金融市场培育 4.1货币政策的演变及其效应 4.2货币政策工具的引进与运用 4.3信贷资金管理体
制的变革 4.4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 4.5系统性金融风险及防范 4.6金融监管体制沿革与模式选择 4.7金融
市场的培育与发展 第5章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与人民币可兑换进程 5.1外汇管理体制的演变及实效 5.2
人民币可兑换改革进程 5.3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与完善 5.4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与管理 第6章结语：从
中国金融体制变革路径看渐进式改革的正确选择 6.1中国金融体制变革路径及其基本特征 6.2中国渐进
式改革的正确选择 6.3未来的中国金融改革仍然必须坚持渐进的思路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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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货币政策的调整 货币政策包括货币政策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操作手段。
多年来，中国一直执行“稳定货币，发展经济”的双重货币政策目标。
长期的实践显示，在中国这样一个资金短缺、投资需求旺盛、企业和政府相互严重依赖的发展中国家
里，在货币政策上实行双重目标，几乎总会牺牲货币的稳定，以过量的货币发行来支撑经济的暂时增
长。
其结果往往诱发较高的通货膨胀，并导致国民经济周期性的大幅震荡和强制性调整。
这一教训促使理论界和金融管理层重新审视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
这种认识，在1994年的金融改革中终于得到确认。
在《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及1995年通过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
，货币政策的目标被定位在“保持货币的稳定，并以此来促进经济增长”。
这一转变明确了货币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能，确认了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在于创造一个
良好的货币环境，偏离这一目标，可能使国民经济得益于一时，但却会给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带来长期
的隐患。
 适应货币政策目标的调整，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也作了重大改变。
1994年以前，在理论和实际操作上，中国均没有明确的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更无政策目标、中介目
标和操作目标的区分。
中国一直使用的是信贷计划和现金计划，它是与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信用形式单一化的状
况相适应的。
在这种体制下，货币部门实际上只起到出纳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融市场的出现和多种金融机构的发展，信贷计划和现金计划已经不能有效地控
制住全社会的信用总量。
因此，迫于现实需要，完善中国的货币政策体系已刻不容缓。
这种认识，在1994年的金融改革中也得到了确认。
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的重大改变在于，由过去控制贷款规模和现金发行量转变为以基础货币作为近期
操作目标。
1994年9月，人民银行首次根据流动性的高低确认并公布了中国的M0、M1、M2等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
指标。
这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逐步走向成熟。
 3.金融调控机制的转变 与货币政策目标和中介目标的调整相适应，金融调控机制也逐步从直接调控向
间接调控转变。
从1994年起，人民银行缩小了信贷规模的控制范围，对商业银行实行贷款限额控制下的资产负债比例
管理，比如存贷比不得高于75％。
随着贷款规模管理的放松，存款准备金制度、中央银行贷款制度等问接调控货币政策工具逐渐发挥实
质性作用，一直只有象征意义的再贴现政策也开始发挥作用。
更有意义的是，酝酿已久的公开市场操作于1994年开始启动，并已取得初步成效。
同时，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也由过去的数量管理转向以风险质量管理为主；对
同业拆借市场第二网络，银行问利率可以自由确定，不受中央银行干预。
并且，通过体制和法律安排，切断了中央财政向人民银行透支、借款的渠道；人民银行不再向非银行
金融机构和非金融部门贷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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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稳中求进的步伐:中国金融渐进式改革》研究力图突出、拓展和深化对中国金融改革这一主题的历史
性与现实性研究，力求站在历史高度以发展的、动态的眼光看待问题。
30多年来，可以说是中国金融理论和实践快速发展的一段时期，伴随着人们思想认识的深化转变，中
国金融改革与金融市场发展经历了数次曲折波动，一些理论定性问题始终困扰着实际工作者和理论界
的专家学者，曾经成为发展金融市场的障碍。
本研究希望能够使得对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变化轨迹、变迁过程及其未来取向的分析探讨中，在理
论上、思想上有所突破，能够对人们透析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与世界金融市场发展趋势有所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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