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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的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的新阶段，要继续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就需要有稳健和高效
的金融体系作为支撑。
无论是不断发展的金融理论，还是世界各国的经济历史和实践都一再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
重要的促进作用。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是一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保障体系，金融发展成为了备受金融理论界关注
的课题，同时也是受各国政府干预最多的领域之一。
　　一般来说，金融发展包括金融总量增长与金融结构优化两个方面。
总量增长主要反映的是金融业的规模和产业能量的大小，同时也反映了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速度以
及经济金融化的广度。
金融结构主要体现的是金融业的功能和效率，金融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发展的层次和
经济金融化的深度。
在金融发展过程中，总量增长和结构协调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特别是当总量增长到一定程度后，发展
阶段和效率的提升往往受到结构问题的制约。
因此，金融结构不仅对于微观金融运作和宏观金融调控具有重大影响，而且还是金融业自身能否稳健
发展并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与中国金融总量的快速增长和金融规模的急剧扩张相比，中国金融体系的结构调整和优化
则显得滞后，这客观上导致了中国加快金融结构调整步伐的必要性。
目前，中国金融界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在金融发展中存在着结构性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金融
结构的非平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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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经济学、金融学、系统论和动力学等理论知识，阐释了金融结构的内涵和变迁模式，通过对
世界主要金融模式的国际比较，以及对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历史回顾和金融结构数据的FCM聚类，总结
了我国金融系统的结构特征和金融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进而，提出了金融结构变迁的M（P）－S
－E框架，揭示了影响金融结构变迁的动因，详细探讨了市场机制和政策引导对金融结构变迁的经济
学机理，针对金融系统的复杂性与金融结构动态演变的特性，书中构建了金融结构系统动力学（SD）
模型，用以探索金融系统的内部结构、功能及其行为模式之间的联系。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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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利率的变动不仅具有替代效应，还具有收入效用，而这两种效应的作用方向是相反的，因此
，利率对居民金融投资倾向的影响方向要视实际中这两种效应的强弱而定。
而利率对居民金融资产结构调整行为的影响方向则相对明确，利率的变动影响金融资产的收益率，而
收益最大化的动机决定居民总是希望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收益率最高的金融投资中去。
　　需要说明的是，利率分为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名义利率是在不考虑通货膨胀及其他风险的情况
下支付给资金拥有者的报酬；实际利率是指在考虑了通货膨胀因素，并进行了风险调整的情况下，支
付给资金供给者的报酬。
从理论上说，对居民金融投资行为构成实质影响的是实际利率。
　　（2）收入与金融投资结构　　收入水平或财富的变动表示对金融投资的预算约束限制发生了改
变。
由于收入是居民金融资产形成的基础，因而，收入水平的高低将影响居民金融资产的选择，从而会影
响其持有金融资产的总量与结构。
收入水平对居民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影响居民金融资产的增长。
居民当年的可支配收入与其金融资产的增量是相对应的，在金融投资倾向一定的条件下，收入水平越
高，居民金融资产的增量也越大，居民金融资产增长也就越快。
　　·收入水平影响居民的金融投资倾向。
从居民的需求层次看，居民的金融投资只有在居民必要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以后才产生。
因此，当居民的收入水平不足或仅仅够应付必要的消费开支时，其投资倾向是不存在的；而当收入水
平逐步提高后，由于必要的消费需求所占份额的下降，居民的投资倾向也会随之提高。
　　·收入水平对居民金融资产的结构也存在影响作用。
在居民金融资产的构成中，不同的金融资产的持有与收入有着不同的关联性，如现金的持有就主要由
消费决定，而与收入就不存在必然的联系；相反，证券资产的持有可能会因为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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