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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求进的步伐》

内容概要

《稳中求进的步伐:中国金融渐进式改革》通过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与发展路径的历史考察，较为系统
地反映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金融的变革轨迹和运行状况，这既是对中国金融渐进式改革的历史总
结和回顾纪念，也有助于了解和把握中国金融的未来发展趋势。 
中国金融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政府、市场、金融机构及与其相关联的企业和个人，《
稳中求进的步伐:中国金融渐进式改革》只选择了中央银行体系及金融宏观调控机制、金融组织体系、
外汇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和发展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金融制度的变迁为主线来进行分析论证，试
图对1979年至今的30多年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变迁过程作出描述与分析，体现与解析其“转
轨性”特征，探讨1979年以后中国成功的渐进改革与金融制度变迁之间的逻辑联系。在对这30多年的
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积淀与绩效的历史考察基础上，探寻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未来趋向。 
《稳中求进的步伐:中国金融渐进式改革》既适合对当代中国金融改革研究有兴趣的各界人士阅读，也
可以作为经济类专业高校学生、科研院校经济领域理论研究工作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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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钟瑛，女，白族，湖南桑植县人，管理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员、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民建
北京市委常委兼市委理论委员会主任、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200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获管理学博士学位。2003～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研究，
专项研究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市场发展。 近年来在国内学术期刊先后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专
著5部，主持、参与国家级与省部级研究项目10余项，曾获中央国家机关、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市等
颁发的优秀科研成果奖项。代表作有《资本的激情与理性——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证券市场》（专著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论文）、《城镇化发展战略的资本要素配置与
资本化运作》（研究报告）等。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中国金融、当代中国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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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第1章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金融概述 1.1新中国金融的建立：1949～1952年 1.2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大
一统”的金融体制：1953～1978年 1.3改革开放前的金融计划与管理 1.4改革开放前国有金融制度安排
的理论分析 第2章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基本历程 2.1金融体制改革的起步阶段：1979～1992年 2.2金融体
制的全面改革阶段：1993～1996年 2.3金融体制的深化改革阶段：1997年至今 2.4金融体制改革的基本经
验与制约因素 第3章中国金融组织体系改革 3.1金融组织体系的基本建立 3.2金融组织体系结构调整分析
3.3建立现代金融组织体系的改革措施 3.4金融机构制度安排与绩效的理论分析 第4章中国金融调控、金
融监管与金融市场培育 4.1货币政策的演变及其效应 4.2货币政策工具的引进与运用 4.3信贷资金管理体
制的变革 4.4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 4.5系统性金融风险及防范 4.6金融监管体制沿革与模式选择 4.7金融
市场的培育与发展 第5章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与人民币可兑换进程 5.1外汇管理体制的演变及实效 5.2
人民币可兑换改革进程 5.3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与完善 5.4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与管理 第6章结语：从
中国金融体制变革路径看渐进式改革的正确选择 6.1中国金融体制变革路径及其基本特征 6.2中国渐进
式改革的正确选择 6.3未来的中国金融改革仍然必须坚持渐进的思路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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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货币政策的调整 货币政策包括货币政策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操作手段。多年来，中国
一直执行“稳定货币，发展经济”的双重货币政策目标。长期的实践显示，在中国这样一个资金短缺
、投资需求旺盛、企业和政府相互严重依赖的发展中国家里，在货币政策上实行双重目标，几乎总会
牺牲货币的稳定，以过量的货币发行来支撑经济的暂时增长。其结果往往诱发较高的通货膨胀，并导
致国民经济周期性的大幅震荡和强制性调整。这一教训促使理论界和金融管理层重新审视中国的货币
政策目标。这种认识，在1994年的金融改革中终于得到确认。在《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
及1995年通过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货币政策的目标被定位在“保持货币
的稳定，并以此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转变明确了货币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能，确认了货币政策
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在于创造一个良好的货币环境，偏离这一目标，可能使国民经济得益于一时，
但却会给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带来长期的隐患。 适应货币政策目标的调整，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也作了
重大改变。1994年以前，在理论和实际操作上，中国均没有明确的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更无政策目
标、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的区分。中国一直使用的是信贷计划和现金计划，它是与集中统一的计划经
济体制、社会信用形式单一化的状况相适应的。在这种体制下，货币部门实际上只起到出纳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融市场的出现和多种金融机构的发展，信贷计划和现金计划已经不能有效地控
制住全社会的信用总量。因此，迫于现实需要，完善中国的货币政策体系已刻不容缓。这种认识，
在1994年的金融改革中也得到了确认。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的重大改变在于，由过去控制贷款规模和
现金发行量转变为以基础货币作为近期操作目标。1994年9月，人民银行首次根据流动性的高低确认并
公布了中国的M0、M1、M2等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指标。这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逐步走向
成熟。 3.金融调控机制的转变 与货币政策目标和中介目标的调整相适应，金融调控机制也逐步从直接
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从1994年起，人民银行缩小了信贷规模的控制范围，对商业银行实行贷款限额
控制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比如存贷比不得高于75％。随着贷款规模管理的放松，存款准备金制度
、中央银行贷款制度等问接调控货币政策工具逐渐发挥实质性作用，一直只有象征意义的再贴现政策
也开始发挥作用。更有意义的是，酝酿已久的公开市场操作于1994年开始启动，并已取得初步成效。
同时，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也由过去的数量管理转向以风险质量管理为主；对
同业拆借市场第二网络，银行问利率可以自由确定，不受中央银行干预。并且，通过体制和法律安排
，切断了中央财政向人民银行透支、借款的渠道；人民银行不再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部门贷款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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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求进的步伐》

编辑推荐

《稳中求进的步伐:中国金融渐进式改革》研究力图突出、拓展和深化对中国金融改革这一主题的历史
性与现实性研究，力求站在历史高度以发展的、动态的眼光看待问题。30多年来，可以说是中国金融
理论和实践快速发展的一段时期，伴随着人们思想认识的深化转变，中国金融改革与金融市场发展经
历了数次曲折波动，一些理论定性问题始终困扰着实际工作者和理论界的专家学者，曾经成为发展金
融市场的障碍。本研究希望能够使得对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变化轨迹、变迁过程及其未来取向的分
析探讨中，在理论上、思想上有所突破，能够对人们透析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与世界金融市场发展趋势
有所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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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是一本小书，薄薄一册，但亮点不少这是一个大题，叙述为主，但不失议论核心命题：改革开
放后的中国金融业走的是渐进式改革道路作者观点：未来仍将继续渐进式改革笔者认为，中国金融业
存在一种畸形的发展：一方面从规模上看，一路狂奔，另一方面从制度和效率上看，近乎原地踏步，
甚至倒退。从局部上看，中国金融在飞奔，但是从整体上看，只是在一个很小的跑道上转圈，类似宇
宙物理中的“超弦”结构。因此，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不在于渐进还是冒进，而在与是否能跳的出
这个怪圈。什么怪圈？作者搬出了二重结构理论和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二重结构是指“发达而富有
控制力的上层结构”和“流动性强且分散化的下层结构”，用白话说就是强势国家和弱势草民。为此
，需要有中间结构，即“”产权结构、市场结构和法律结构“来沟通上下两级，达到三重结构，才能
更好的运转。但是，在强权国家的控制下，政府的效用函数最大化决定了产权垄断，既包括初始对内
生存量的垄断，也包括对外生增量的垄断。而且，在强权国家的控制下，制度结构本身就受到限制，
既无自我约束，也排除外来竞争，因此制度安排无法改变。要走通渐进的道路是难上加难。也许，作
者不便说明的是，还有一种力量，看似无力，却坚定不移，可水滴石穿，海枯石烂。这就是时间。当
前，能够对传统金融业造成冲击的可能有以下几种力量：一是国家整体的改革，尤其是体制上的改革
，必然会波及到金融业；二是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冲击，发生金融危机，所谓不破不立；三是以互联网
金融为代表的新技术、新力量的竞争。第一种情况有可能，但是难度大，阻力大如果第一种失败，第
二种情况是大概率事件，后果难以预料相对比较温和的是第三种情况，也最接近市场化原则，但是在
当前制度环境下，有被扭曲的可能。回顾自家历史，无非是想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如果再把视野打
开，咋们村子里别家过的如何，也可以多看看，多问问，多想想。既不盲目崇拜，也不必避之不及。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群众也有盲目的时候，不然就没有”乌合之众“之说了。如果，真正能够
构建好”中间结构“，那不管是雪亮还是盲目的群众，都能获得真正的尊严。问题是，”中间结构“
也不是凭空产生的。所以，作为个体，唯一能做的，就是树立公民意识，从我做起。然后，一切交给
时间。附：什么在创造历史：评《乌合之众》http://book.douban.com/review/6356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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