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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人说金融是经济的血液，实际上，金融只是经济运行的润滑剂。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实质就是过分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经济的大崩溃。
虽然对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有着多种解释，但可以明确的一点是美国主导的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遭遇
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其弊端也集中爆发出来。
我们需要对美式资本主义进行系统的再考察，从而摸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
　　传统上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制确立了一套完整的流动性对应机制。
由于银行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中央银行就担负起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在商业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之
时进行一定限度的流动性供给。
但是，典型的银行中心体制国家日本由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金融经济的过分膨胀而导致十多年的经济
萧条，这一事件令银行中心型的金融体制成为主流媒体和理论界诟病的对象，美式金融体制成就了新
的世界霸权。
　　实际上，从20世纪70年代初第一张住宅抵押债券在美国发行时起，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辅助性质
就已经悄然改变。
其后30余年时间里，人类的贪欲引领信用消费规模不断膨胀，90年代后呈加速趋势，金融经济与实体
经济的比例逐渐失调，到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前者竞高达后者的4倍左右，这一统计还不包括金融衍
生商品的巨大份额。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资金链的断裂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世界经济全面下滑。
全球金融危机使我们不得不对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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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转变为流动性不足。
虽然经过强有力的政策措施的支持，流动性不足最为严峻的时期似乎已经过去，在我国的某些局部市
场甚至出现了些许过热的迹象，但经济下一步走势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多，流动性问题的前景到底如何
必须引起重视。
    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经济何去何从不仅成为政界、商界、学界人士的关注焦点，普通劳动者面对汹
汹而来的金融危机也陷入了思考。
本书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作者利用犀利的笔触，通过大量的理论、实证和案例、制度分析，帮助
读者拨开迷雾。
　　《流动性问题与对策研究》一书的理论分析不仅基于经济学基础理论，而且基于大量一手资料和
数据。
该书不仅是一部与现实经济运行密切相关的经济学理论著作，而且从政策学的角度对政府决策、社会
心理的分析也有其独到之处。
它不仅可以作为经济学者、政府官员、各经济部门的研究、决策参考之作，亦可帮助广大普通投资者
、消费者掌握经济大趋势，提高经济分析能力，对国际经济形势以及国家经济政策作出合理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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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金融体制为适应赶超经济而设立，严格区分不同目的的金融机构
，在大藏省①的严格管制下，面向不同性质的企业进行贷款：都市银行、长期信用银行、信托银行以
大企业为主要客户；相互银行、信用金库等主要面向中小企业贷款。
长期、短期贷款业务各有通道、互不来往，政府公共产品的投融资资金主要来自邮政储蓄与简易保险
。
此外，各类金融机构分业经营，壁垒森严。
这一体系曾经保证了政府经济意图的贯彻，为日本经济腾飞助力。
但到20世纪70年代局面发生了根本变化，日本企业已走完高投资、高增长的重化工业时期，全面进入
成熟期，企业自有资金充足，银行靠政府保护的存贷差生存模式受到威胁。
　　货币流动性过剩，利率一直偏低，银行靠传统存贷业务生存的方式日益艰难，金融行业内同质竞
争严重。
银行通过扩张战略将过剩的资金投到土地与股票市场，并通过双重利率大获其利。
早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银行就通过子公司向住房、消费者信贷提供大量贷款。
制造业贷款从20世纪70年代的70％下降到80年代的50％，建筑业、不动产业、个人贷款比重急速上升
。
大藏省限制银行向不动产贷款的管制措施基本落空，银行通过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结盟，或直接设立非
金融子公司，轻易绕开了政策限制，并且通过土地等资产的连续抵押贷款加大了杠杆作用，同时也放
大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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