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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资本流动有利子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有效配置，然而其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大大增加了全球金融体
系的风险，甚至会引发世界性的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
如何有效引导、管制国际资本流动?如何对国际资本流动风险进行预警?这都是事关发展与稳定的重大
问题。
本书汇集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核心成果，全面、深入地剖析了近十几年来国际资本流动的
动因、影响、效果，对理解国际资本流动运行规律，制定国际资本流动管理政策?实现国际资本流动的
有效管理，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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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海珍　宁夏平罗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财政金融委员会委员，中国注册理财规划师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国际生态发展
学术联盟理事。
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的选择及其决定、金融风险管理、金融稳定等，主持并参加
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及企业项目研究，在《管理科学学报》、
《经济学季刊》、 《世界经济》、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中国软科学》等核心期刊和国际会议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本书的研究成果主要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资本流动、市场预期与资本管制”、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中国金融安全综合管理研究”、国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数据技术与智
能知识管理
理论及应用研究”的资助下完成，在此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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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时期的中国的资本
管制可概括为由集中逐步过渡到分散。
经济体制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同样，中国资本管制的发展也不例外。
为了使资本管制的实施有法可依，1980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外汇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
行条例》）。
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外汇管理的条例。
该条例体现的国家对外汇总的方针仍然是集中管理，统一经营。
由于当时国内外汇资源尚不充足，所以该条例的宗旨是为了加强外汇管理，增加国家外汇收入，节约
外汇支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利益。
　　《暂行条例》中无论对国家单位、集体组织还是个人的外汇管理都是严格和审慎的。
对境内机构的外汇收入和支出仍然实行计划管理，不得私自保存外汇或将外汇存放境外。
境内机构如果要接受外国或港澳地区银行、企业的贷款，必须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国际投资管理委员
会报国务院批准。
此外，国家为了扩大外汇收入、改进外汇资源分配制度采取了外汇留成制度，体现了对外汇资源由强
制集中到适度分散的改革趋势。
但对于境内机构留成的外汇，以及经过外汇管理局批准的其他外汇都必须存放在中国银行开立的存款
账户或外汇额度账户，并接受中国银行的监督。
对个人也允许按照国家规定留成一定比例的外汇，但除留存部分外必须卖给中国银行。
居民如果要购汇并携带出境必须经外汇管理局批准，从中国银行购得。
除了在经常项目有外汇管制以外，在资本项目下采取的主要管制措施包括：在外债管理方面，改革开
放以来，通过利用外部资金，引进先进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和提
高国内技术水平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历史经验证明，如果一国外债的规模和结构与其经济金融体系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话，就会对本
国货币，甚至整个经济金融体系带来风险。
从中国对外债的管理经验看，从1987年开始重视外债统计监测以来，政府一直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
主要采取外债登记以及事后跟踪监督的形式。
对于不同的外债债务人主体，国家管制的强度有所区别。
一般认为政府和银行机构信誉度高，风险管理能力较强，主要采取定期登记的方式，而对于一般企业
所借的外债就采取逐笔登记的方式。
登记的内容包括外债的签约、提款、使用和还本付息等。
1989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外债宏观管理，将国内转贷款也列入外债统计监测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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