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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达文集（套装上下册）》

内容概要

《黄达文集(再续)(套装上下册)》包括：《黄达文集(再续)(上册)》和《黄达文集(再续)(下册)》。《
黄达文集(再续)(套装上下册)》内容主要包括：2005年以后有关财经专业的文稿及以前年代同类文稿的
拾遗、2005年以后有关财经专业的文稿、编书领悟数则、足迹——《黄达书集》说明、陈云经济思想
——经济思想库的宝贵财富、古今中外含英咀华——金融基础理论建设之路、培养思考能力、是不是
可以这样思考、要有志气把自己的实践作理论升华、就金融学（货币银行学）这门课程同大家交换几
点意见、金融杂说、点评罗纳德·麦金农讲演——人民币会成为世界第三大货币吗？回顾1950年之前
“货币银行学”学科的发展（初稿）和松柏长青学人风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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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2005年以后有关财经专业的文稿及以前年代同类文稿的拾遗   (一)2005年以后有关财经专业的
文稿     1-1-1 编书领悟数则     1-1-2 足迹——《黄达书集》说明     1-1-3 陈云经济思想——经济思想库的
宝贵财富     1-1-4 古今中外 含英咀华——金融基础理论建设之路     1-1-5 培养思考能力     1-1-6 是不是可
以这样思考     1-1-7 要有志气把自己的实践作理论升华     1-1-8 就金融学(货币银行学)这门课程同大家
交换几点意见     1-1-9 金融杂说     1-1-10 点评罗纳德·麦金农讲演——人民币会成为世界第三大货币吗
？     1-1-11 回顾1950年之前“货币银行学”学科的发展(初稿)     1-1-12 松柏长青 学人风范     1-1-13 建言
数则     1-1-14 讲在课程的开头     1-1-15 金融学科建设是否面临攀升一步的转折点     1-1-16 金融学科演
进概貌     1-1-17 金融学科的演进及前瞻     1-1-18 在金融海啸中思考金融学科的演进及前瞻     1-1-19 在
金融海啸和g20的背景下设想如何讲授货币银行学   (二)以前年代财经专业文稿拾遗     1-2-1 《货币信用
学》编者的话     1-2-2 关于流动资金和银行基金问题     1-2-3 社会主义也有通货膨胀     1-2-4 办好财经专
业的几个问题     1-2-5 财经、管理教育进一步大发展的同时必须抓紧解决提高教学质量问题     1-2-6 为
中共中央征询《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稿的意见所准备的提纲     1-2-7 对于
人文社会科学建设应给予必要的重视     1-2-8 《中国 迈向现代金融体制》国际研讨会欢迎词     1-2-9 改
革开放中走向市场机制的中国金融事业     1-2-10 访美随记     1-2-11 实事求是谈     1-2-12 中国人民大学
金融学科教师建设《货币银行学》-《金融学》的轨迹 第二部分 译稿选例   2-1 资金流量核算入门(1952
～1970年)     目 录     序 言     第一部分 资金流量核算表的目标和范围     第二部分 资金流量核算表介绍     
第三部分 资金流量矩阵的季节调整     第四部分 资金流量表     第五部分 定义、资料来源和调整的注释 
第三部分 行政工作中的文稿   3-1 我们是如何制订本学期科学研究工作计划的(一九五三年初)   3-2 检查
研究工作计划执行情况推动了我们的科学工作(一九五三年五月)   3-3 校内工作情况向下乡同志的彙报(
一九六五年六月)   3-4 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在财政系教工第一次全体会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夏)   3-5 中
国人民大学复校后在财政系第一次迎新会上的讲话 对学习作点说明，提点希望和要求(一九七八年九
月)   3-6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一九八七年六、七月之际)   3-7 在校务会议上的汇报(一
九八八年七月十六日)   3-8 评议校级领导班子的自我总结(一九八八年秋)   3-9 团结、依靠、提高——在
全体教职工大会上动员学习的讲话(一九八九年八月三日)   3-10 1989-1990学年第二学期的工作要点(一
九九○年一月十日)   3-11 坚持方向、稳定规模、调整结构、深化改革、改善条件、提高质量——布
置1991年秋季学期工作(一九九一年九月)   3-12 宣布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任免通知时的“表态”讲话(一
九九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3-13 有关改革的讲话(提纲)(一九九二年)   3-14 永远奋进在时代前沿——在庆
祝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五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一日)   3-15 积极稳妥推进学科改革和
建设(一九九三年三月十六日)   3-16 人民大学领导班子换届时的卸任讲话(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一日)  
3-17 对袁宝华同志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几点追忆(二○○四年六月) 第四部分 境外出访——进入更
广阔的课堂   (一)出访西方及苏东     4-1-1 访问法国，考察法国国立行政学院     4-1-2 访问古巴、苏里
南(一)     4-1-3 访问古巴、苏里南(二)     4-1-4 访美，参加“福特项目”中美双方委员会第二次联席会议
    4-1-5 访问匈牙利、波兰并顺访莫斯科     4-1-6 访问奥地利     4-1-7 访美，参加“福特项目”中美双方
委员会第四次联席会议     4-1-8 访问意、法、英三国(一)     4-1-9 访问意、法、英三国(二)     4-1-10 访问
意、法、英三国(三)     4-1-11 访问加拿大参加第二届中加大学校长会议     4-1-12 访问澳大利亚并顺访
香港(一)     4-1-13 访问澳大利亚并顺访香港(二)     4-1-14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经委组团考察外汇立法访
问瑞典、意大利和香港     4-1-15 应留美中国金融学会邀请访美并顺访美信安金融保险集团     4-1-16 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财经委组团考察税法访问阿根廷和墨西哥     4-1-17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经委组团访美  
  4-1-18 最后一次访美   (二)出访日本     4-2-1 第一次来到日本     4-2-2 参加日本东海大学开学典礼    
4-2-3 应日本文部省邀请访日     4-2-4 应竹下登、原田宪邀请访日     4-2-5 应立命馆大学邀请访日     4-2-6
应日本金融学会邀请访日     4-2-7 应日本三井物产邀请访日并顺访熊本学园大学   (三)与台湾的交往    
4-3-1 未能成行的一次“两岸经贸研讨会”     4-3-2 没有应邀     4-3-3 接待谢森中和第二届两岸金融学术
研讨会     4-3-4 首次踏上宝岛 参加第三届两岸金融学术研讨会     4-3-5 第四届两岸金融学术研讨会    
4-3-6 再度造访台湾 第五届两岸金融学术研讨会     4-3-7 尾声   (四)访问香港     4-4-1 访问香港中文大
学(1995年2月6-9日)     4-4-2 赴港祝贺邹至庄教授从教50年(2002年4月14日) 第五部分 2004年以来的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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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本教材于1992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初版；199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修订版；2000年，按照教
育部的统一版式要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第二版。收入本《书集》的是1999年经过全面修订的版
本。编写这本教材的大背景是：改革虽然是渐进的，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体制的变化已
经很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趋向事实上逐渐明朗——虽然在提法上还未能捅破这层窗户纸
。《货币银行学》课程已列入教学计划多年，但教材，本土的、引进的，杂陈于书桌之上：“本土”
的，内容失之于依然受到过去框框的约束（如不少教材依然是苏联老框框——区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
社会主义部分），难以适应改革的需求；翻译的书是外国教授以外国为背景写的，最容易造成的学习
结果是——只是慨叹于中国实际落后于书本原理；学在本乡本土，却不了解国情。从而金融学科教师
面对的形势是：要在中国的讲坛上，结合中国的实际，面对中国的学生，讲授先进的《货币银行学》
。为此，就需要编出反映这样要求的教材。直接的推动是，1987年，当时的国家教委，利用世界银行
贷款的“中国大学发展项目”，组织中外教授讨论中国大学财经类专业教学计划，并提出了10门核心
课目录。核心课中就包括《货币银行学》。会后教委组织各大学分别提出自己有关各门核心课程的提
纲进行教材编写的投标。当时，如何设计“中国的”货币银行学，还是一个新课题。各院校的金融专
业对之好像准备不足：提出的提纲只有三四份，反映了那时的思路——意欲摆脱原有框架的桎梏但尚
不成熟的思路，却都不理想。最后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中标。对于货币银行学的框架，当时有种种主
张。如其中一种，主张开篇不是货币，而是金融市场，或其他。这类主张多是看了一些西方的教材却
无深入研究，也提不出内容的系统安排，即使提出，也属“感想式”，无操作基础。我们的考虑，现
在回想起来，大体的思路是：（1）尊重自己多年的教学积累，并以自己对这门课的领会、理解为“
主心骨”；（2）尽力借鉴、吸收西方知名货币银行学教材的内容；（3）力求简明地把中国金融领域
——今天的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背景交代清楚；（4）把握马克思经济学的精神实质，不教条也
不为改革后简单排斥马克思经济学的思潮所左右，并始终贯穿改革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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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达文集(再续)(套装上下册)》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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