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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经济国家，在市场体制、基础设施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制约。
国家开发银行近年来，立足中国国情，将政府目标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开
发性金融”道路。
国家开发银行与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中成立联合课题组，经过大量调研与讨论，形成了本书。
全书共分为四篇，从中国改革发展的现实环境与长期融资困境出发，系统介绍了开发性金融在中国的
成功实践，在金融发展理论框架中探讨了开发性金融的理论内涵，最后通过国家比较，讨论了开发性
金融的发展方法。
全书对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主体的中国开发性金融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比较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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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与国家开发银行有了交往之后，我改变了自己原有的看法。
”　　“国家开发银行正在开发一个精心设计的运行机制，在大型项目上促使多个企业和政府进行合
作，以较强的道德准则和法律压力来保证贷款的偿还。
”　　“通过超边际联合方式进行贷款融资，国家开发银行有效地克服了货币的外部性问题。
”　　——美国斯坦福大学罗纳德·麦金农教授　　“通过开发性金融的杠杆作用，中国能够解决建
设‘全面小康社会’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　　“中国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
在这一时期，可以利用开发性金融来逐渐建立一个架构，使市场机制得以更好地运行。
”　　——亚洲开发银行原行长千野忠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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