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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股票市场管制与预测的经济学分析》关注的焦点为，政府管制在推动一国股票市场从无到
有过程巾的角色问题。
书中既分析了政府管制在市场从无到有过程中的正面作用，也讨论了政府管制在培育噪音交易者、扭
曲上市公司行为方面的负面角色。
《中国股票市场管制与预测的经济学分析》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一国股票市场在自发演进过程中，
容易暴涨暴跌，大起大落，存在诸多生存障碍，需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自我清除；而政府通过
持续的市场管制能够推动股市更快的发展。
《中国股票市场管制与预测的经济学分析》为研究“中国股市管制”问题的专业书籍，可供相关专业
的学者、师生阅读，也可供关心中国股市成长的广大投资者参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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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中国股票市场管制、干预与发展历程　　第1章 八十年轮回：中国近代股票市场管制与
发展（1873——1949）　　1.2 近代股票市场中的政府：晚清时期　　1.2.2　作为一种公司治理结构的
官督商办模式　　在洋务运动时期，晚清政府对股份公司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并没有明确的立规定矩之
举。
当时的企业都是由官员奏请开办，由朝廷特许成立，享有某一方面的垄断经营权。
这一点和世界各国早期公司设立的“特许主义”是相同的。
一个企业对应一个章程，这些企业报批的章程就是后续运营所需遵行的准则，它们在发行股票、公布
账目、召集股东会议等方面均对西方公司有所模仿。
　　洋务派官员可能也意识到，章程不过是几张纸，关键在于能够得到执行，从而达到控制某些特殊
人群对入股商户的掠夺之目的。
按道理，公司制度源自西方，请洋商来主持建设民用企业，从制度效率来说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洋务
运动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而且要“略分洋商之利”，于是中外合资模式首先就被排除掉
了。
那么，晚清的华商能够自动执行这些章程吗？
长期以来，清朝政府官员，不太相信华商的创办公司能力，认为集合公司，如果“官不过问，往往流
弊丛生，不得持久”。
因此，让华商自行集资，创办公司，肩承保护国计民生的重任是不行的。
但同时，洋务派官员们深知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华商没有强大的创始能力，让商民自己创办，估
计招集股份很艰难，所以必须朝廷予以过问和扶持；另一方面，“责之官办，而官不能够积久无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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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1873年李鸿章督办的轮船招商局开始公开募股算起，中国股市已经断断续续发展了130余年，而
政府对股市的正式介入和干预历史也将近百年。
通过对这百余年历史的追溯，《中国股票市场管制与预测的经济学分析》试图描述和分析股市管制的
“中国特色”及其成因。
《中国股票市场管制与预测的经济学分析》提出了一个尝试性的理论框架，以分析“管制推动市场发
展”模式的正面成效和负面后果。
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将政府管制看成是一种不完美的制度安排——政府管制在加速一国股市跨越生死线
的同时，很可能降低了早期股市的运转效率。
而这种两难选择正是大多数新兴股市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今天谈论股市管制制度的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股
市管制特征的理解与尊重。
希望《中国股票市场管制与预测的经济学分析》能对股市监管人员、从业人士和学术研究者有所启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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