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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期“主题研讨”刊发了两篇讨论金融问题的文章。
孙立坚博士的文章把金融体系对资源配置机制的分析，从一般的静态市场机制推进到动态的市场传导
机制，通过对市场主导和银行主导两种金融体系在流动性、价格发现、风险分散、信息生产和公司治
理等方面功能和微观传导机制的比较，指出金融体系的建设不应当追求“完美”，而应当追求“合理
”，才能保持金融体系的效率，达到既使企业为社会创造出最大的价值，又使消费者从中获得最大的
享受的理想状态。
在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市场传导机制是相当复杂的，其作用结果可能是相互对立的，因此，必须注
意防止和避免合成谬误，关键不在于银行主导还是市场主导，而在于创造一个环境，以利于中介或市
场为社会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
殷剑锋的文章把不对称信息引入增长模型，说明了当事人的异质性将会导致逆向选择和“不对称信息
陷阱”，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
进而揭示了通过信贷配给等方式，金融体系可以甄别异质当事人，跨越“不对称信息陷阱”，解决逆
向选择问题。
据此得出结论，分散、竞争性的银行产业结构不利于信贷配给的实施，而相对集中的银行结构优于相
对分散的结构。
    在“学术专论”及相关栏目中刊发的几篇文章，很值得一读。
朱晓阳的论文采用“延伸个案”方法，讨论了云南一个村庄半个多世纪的变迁，说明了在历史的长河
中，人们如何根据当时的环境条件再定义重大的历史事件，形成个人和集体行动的“条件信息”以及
村落共同体的“集体记忆”，进而影响村落发展和社区秩序建设的“现实”，包括90年代的村民选举
和村民自治。
王小章的论文比较分析了齐美尔和韦伯关于现代性自我实践的思想，既揭示了他们否定先知而又扮演
先知的内在紧张，同时又说明了他们各自的限度，齐美尔认为自我实践是一场生命自己超越自己、自
己对抗自己的无休无止的战斗，只有保持一定程度的肤浅，才能使生命维持下去。
韦伯提出了禁欲主义的人格和自我实践，但现代社会已经消解了早期清教徒禁欲主义赖以为基的价值
合理性。
监督是组织中的普遍现象，监督决策是重要的组织决策，汪淼军的论文在前人的基础上，讨论了合谋
对监督决策和组织设计的影响，证明了合谋、信息性质以及监督技术特性是影响监督决策和组织设计
的基本方面。
许章润的文章评介了梁漱溟的宪法和宪政思想，不仅具有很大的学术思想价值，而且对于推动中国的
民主宪政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近几十年来，产权理论发展很快，创新不断，文献浩瀚，菲吕博顿和平乔维奇1972年以及德阿莱
西1980年的综述，当称经典，但无法涵盖其后的进一步发展。
本期“文献综述”栏中发表了徐光东和时红秀的文章，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做
了一个新的综述。
    本期发表了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人民大学11位博士生的评论文章，对《中国社会科学评论》已经
出版的四期进行了广泛的评论，有肯定，有批评，有鼓励，在学术和思想、理论和实践、现实关怀和
知识脉络、知识分子和知识生产、办刊宗旨和栏目设置、评审方式和文章选择等方面，都有很多精辟
的分析和闪光的思想，集中到一点就是：为了中国的学术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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