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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第一版的出版（1973年）距离现在已经很久了，今天学习经济发展的年轻学子们虽然偶尔也
会参考，但已经不大可能阅读本书了。
本书曾经跻身于布鲁金斯学会“畅销书”之列，并且在30多年的时间中一直在加印。
本书使得“金融压抑”的术语深入人心，并强调了失效和扭曲的国内资本市场对贫穷国家经济持续增
长的阻挠。
但是，除了其更加贴近新一代读者外，本书修订再版的意义还会有什么呢？
　　自1973年以来，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基本的金融和货币问题并没有得到改变，这不禁令人
瞠目结舌。
在多数非洲国家，金融体系依然受到压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仍然遥不可及，至今仍属于“欠发达国
家”。
值得欣慰的是，很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已经在放松资本市场管制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腾飞，因此被称为
“新兴市场”。
即便如此，它们依然没有摆脱银行体系和外汇领域（潜在的）问题的困扰。
危机频发的拉美国家介于两者之间，对它们来说，可持续经济增长还只是个梦想（智利是惟一经济上
取得成功的拉美国家）。
　　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依然是，政府如何规范和培育以银行体系为中心的国内资本市场。
围绕着这个中心思想的一些重要问题包括：财政和税收，对外贸易和保护主义，汇率制度的选择，以
及包括国外援助在内的外资流入政策。
由于第一版已经完整而详细地论及了所有这些相关的问题，第二版在保留这十二个章节的原貌基础上
，增加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后记”。
虽然这十二章讨论的是20世纪50~60年代期间经济发展的经历，但直到今天依然具有启示意义，而且还
可以提醒读者学习经济史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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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帮助中国读者系统地了解经济学家麦金农教授的经济学理论，麦金农经济学文集近日由中国金融
出版社出版发行。
文集共六卷：第一卷《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第二卷《国际交易中的货币：可交换货币的体系
》；第三卷《经济自由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第四卷《游戏规则：国际货币
和汇率》；第五卷《美元和日元：化解美日两国的经济冲突》；第六卷《美元本位下的汇率：东亚高
储蓄两难》。
该文集是继《蒙代尔经济学文集》、《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之后，中国金融出版社与国际经济学
大师又一新的合作出版项目，是金融出版社向我国经济学界和出版界奉献的又一重要的学术文化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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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麦金农教授是当代金融发展和金融压抑理论的奠基人，享誉全球的经济学大师。
麦金农教授1953年生于加拿大的埃德蒙特，1961年获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学位，长期执教于美国斯坦福
大学经济系。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在于国际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理论，尤其在金融制度方面的研究造诣深厚，著述颇丰
，成就斐然。
同时他还是一位应用经济学家，一直以来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广大发
展中国家提供货币政策和经济金融发展政策的专业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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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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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与价格水平  第五章 对主流货币理论的批判  第六章 资本积累过程的货币需求：另一种观点  第七
章 金融压抑与通货膨胀  第八章 货币改革与成功的金融增长  第九章 最优货币化与经济均衡增长  第十
章 财政政策与对外贸易自由化  第十一章 过渡问题：汇率浮动和外资的作用   第十二章 关于资本流入
的一些结论  第二版后记 中央银行与金融压抑的回顾第二卷 国际交易中的货币：可交换货币的体系  第
一章 探寻国际货币：可兑换货币体系  第二章 在N种货币世界中中央银行的干预措施  第三章 中央计划
经济国家货币的不可兑换性与对外贸易  第四章 进口商与出口商的套期价值   第五章 不完全金融市场
的远期对冲交易与利率套利  第六章 购买平价  第七章 投机  第八章 1973-1978年浮动汇率制：合理的货
币诠释  第九章 欧洲货币市场  第十章 货币联盟与固定汇率制  第十一章 美国对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作
用  附录：国际货币制度改革建议第三卷 经济自由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第四卷 
游戏规则：国际货币和汇率（上）第四卷 游戏规则：国际货币和汇率（下）第五卷 美元和日元：化
解美日两国的经济冲突第六卷 美元本位下的汇率：东亚高储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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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重要的是，一个贫穷的农民实际上不可能从自己的现有储蓄中拿出引进新技术所需要的全部投
资资金。
一两年内，在发生技术替换时，外部资金来源可能是必需的。
没有这种来源，自我融资的限制会使投资战略严重偏离，从而只能在传统技术领域内做出少量的变化
。
在本章最后的技术方面的说明中，将正式论证这种偏离，在论证中，经过修正的、描述跨时期投资和
消费的标准费雪图形，将用来说明与引进完全新型技术有关的不可分割问题。
　　这种分析重点强调外部融资约束，因此不同于阐述技术传播和“模仿”的主流新古典理论。
这种流行理论有这样一个前提假定：存在一个驱使全部私人投资收益率均等的完善的资本市场，因此
不可分割性并不重要，企业家拥有同样的生产机会。
这样，用“外部”或“非市场”效应，一定也能分别解释技术传播中明显的摩擦或不完善性。
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认为，一个行业中的“干中学”，取决于单个企业总投资的水平。
一个企业家对技术的模仿，会向其他企业溢出或变得更易为其所仿效。
阿罗断言，为增进这些单个企业决策难以获得的社会利益，政府对易模仿行业（high -learning industries
）的总投资进行补贴是合理的。
　　但在传统技术同现代技术并存的社会中，对任何特定行业的总投资进行补贴完全是不合理的。
因为对政府当局来讲，很难搞清这两种技术中，何者的收益率更高。
事实上，正如第三章将要讨论的内容，贫穷国家的政府对现代化种植业和机械业的投资进行广泛的补
贴，得到的则是完全事与愿违的结果。
一个专门企业能获得的内部收益率——这在行业内或行业间是极不相同的——与某些衡量总投资的指
标相比，是一个更适宜的技术传播指标。
如果有幸存在一个有效率的资本市场，内部收益率本身就能够为各个企业或住户吸引足够的资源。
那么，鼓励技术创新的国家补贴，就能够通过像农业综合服务这类的机构，对研究、开发和信息传播
进行更广泛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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