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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研究》分别从系统科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及其在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
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应用，以及国外金融发展理论研究中包含的系统科学
的思想和方法这三个主要方面，概括分析了有关理论背景，提出了对我国金融系统进行系统性分析的
关键解释性变量，即规则简单性、个体多样性、无尺度网络、造度联系强度、外部环境影响性等。全
书对我国金融系统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对策建议等，作了较为全面地分析和论述，在竞争力评价
指标体系基础上，提出了我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评价指标体系。最后，作者利用金融系统性的观点对
美国次贷危机进行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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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韶辉1972年生，广东韶关人，经济学博士、特许金融分析师(CFA)、深圳市地方级领军人才。毕业
于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就职于深圳市政府办公厅
、深圳市龙岗区发展和改革局，长期从事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分析、金融研究与服务、重大项目投资和
建设等工作，策划和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区域经济合作等若干重大项目，并主持多项课题研究，为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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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新机器、新技术的产生和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工
业化或经济增长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分工水平演进的过程，表现为个人专业化水平加深，生产的迂
回程度提高，迂回生产链条上每个环节的产品种类数增加。而这意味着不断出现新的专业和分工领域
，&ldquo;在原料生产者和最终产品的消费者之间所插入的专业化企业的网络越来越复杂&rdquo;。　
　因此，杨格认为报酬递增的根源有两方面：一方面来源于斯密提出的每个人专业化程度加深而带来
的生产率提高，就是说当一个人生产某种产品时，生产函数显示边际或平均生产率随专业化水平的上
升而增加。每个个体的专业化分工收益是报酬递增得以产生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没有这种现象存在，
难以想象社会经济会出现报酬递增的情况。另一方面，又不能仅仅从个体或单个产业的角度观察报酬
递增的真正根源，因为专业化以及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只是分工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显见的事实
是，当一个个体或一个产业从事某种产品的专业化生产时，它必然要求与其他个体或产业之间形成相
互联系和交换关系，通过产业间的相互协调、合作以及迂回生产链条的不断加长，产生生产最终产品
的效率不断提高的效果，这实际上是在专业化分工收益的基础上产生&ldquo;分工经济&rdquo;的效果
，出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报酬递增现象。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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