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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考察了中央银行建立以来（1984-1993）中国金融部门的改革过程，重点在于提供制度和统计方面的信
息而不是得出结论。
金融部门的过渡性并不妨碍我们叙述改革期间发生的一切并进行以理论和统计证据为基础的经济分析
。
本书包含了我在近年发表的一系列研究论文（Yil990a，1990b；1991；1992a，1992b；1993）。
非常感谢下列资料出处：第5章和第6章：经许可转引自《亚洲经济学杂志》第3卷第2号，217-238页，
并作修改。
版权1992，JAI出版公司，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
第8章和第9章：经许可转引自《中国经济评论》春季号，1991，75-95页，并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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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1984-1993》回顾了1984-1993年中国金融部门的改革。
中央银行的成立标志着这一时期的开始，1993年下半年的紧缩计划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结束。
1993年紧缩计划的实践经验表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机制仍然处于一种经济发展与紧缩政策交替的循
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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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中央银行制定的。
制定信贷计划的过程可以概括为“自上而下，然后自下而上”（中国人民银行，1984）。
信贷计划的制定过程先从中央银行开始。
中央银行根据经济增长需要、物价上涨水平以及其他因素诸如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化过程等，计算出
货币供应量目标。
信贷计划中包括了专业银行的新增贷款限额和存款目标。
之后中央银行将计划草案通知专业银行，并要求由专业银行填报。
各专业银行总行把贷款限额和存款目标分配给省和地方分支行，地方专业银行再制定它们自己的计划
。
余下的过程就是自下而上。
中央银行的各省级分行综合所有地方专业银行分支机构的存贷款计划，制定出各省的存贷款以及现金
发行计划。
这些中央银行的省级分行把各自的计划送交总行，之后中央银行修订其原来的计划，最后制定出综合
信贷计划。
一旦该计划被批准，它就成为货币政策据以实施的依据。
这个过程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贝叶斯估计过程（Bayesian estimation process）。
中央银行先作出事前估计，然后要求专业银行从其分支行收集信息。
通过将事前估计与所收集信息的结合，中央银行修订其计划草案，作出事后估计，也即最后的信贷计
划。
资金分配指的是资金额度的分配，它包括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之间的资金分配以及中央银行与其分行
之间的资金分配。
调控工具是指：（1）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贷款。
它包括正常贷款和临时贷款两部分。
从中央银行平衡表（表5.2）中可以看到，对银行的债权通常是资产方的最大项目（占总资产的2／3
到3／4）。
（2）准备金比率，约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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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回顾了1984-1993年中国金融部门的改革。
中央银行的成立标志着这一时期的开始，1993年下半年的紧缩计划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结束。
1993年紧缩计划的实践经验表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机制仍然处于一种经济发展与紧缩政策交替的循
环中。
1994年初，中国政府在金融部门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改革，目标如下：第一，使中国人民银行成为真
正的中央银行。
中国经济中最迫切的问题仍然是恶性通货膨胀。
1993年GNP为31，380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3.4％，以零售物价总水平为基础的官方通货膨胀率为13％
，35个大城市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了19.6个百分点（《人民日报》，1994年3月2日）。
中国政府正在试图增强中国人民银行在控制宏观经济环境中的作用，并多次强调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
目标是通过控制货币供给、信贷总水平、利息率和准备金率来维持价格稳定（He，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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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完成金融体制改革是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关键一步。
易纲在本书中为读者提供了对目前中国金融体制的深入分析。
每个关心中国金融改革的读者都会发现本书极有价值，应收藏在图书馆里。
　　——哈佛大学教授 怀特·博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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