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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旭文集》主要内容包括：货币与宏观调控、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储蓄与金融自由化的关系
、局部“过热”抑或总体“过热”、宏观调控面临的挑战、金融发展与金融调控方式的转变、我国金
融调控和改革的若干问题、国际金融、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及其比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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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旭（1955年11月23-2011年1月31），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历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主任、研究局局长、金融研究所所长、反洗钱局局长k国金融学会秘书长
、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中国钱币学会、中国城
市金融学会、中国钱币学会、中国城市金融学会等常务理事；《金融研究》杂志主编；1993起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奖励；获2006牛虻咯国金融十大专家人物殊荣；对货币政策、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
发民、商业银行、资本市场等问题有深入研究；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等杂志上发表文章50
余篇；出版有《货币银行学原理》（1986年）、《商业银行学原理》（1986年）、《商业银行经营管
理》（1998年，2000年再版）以及《金融理论前沿课题》第一、第二、第三辑（2000年、2003年、2010
年）等著作；主编《现代金融丛书》（1987年）；翻译了10多本金融名著，包括《汇率与国际金融》
（1992年，2002年再译），主持翻译了有广泛影响“当代金融名著译丛”（1998年-2001年）一套共十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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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过热”抑或总体“过热”
宏观调控面临的挑战
金融发展与金融调控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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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推出金融衍生品时机已经成熟
区域资金流动
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
论股票市场的发展对资金流动的影响
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形成
区域货币资金流动论（上）
区域货币资金流动论（下）
商业银行管理
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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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外商业银行管理谈我国专业银行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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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通下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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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0%以下的GDP增长，不能算过高；物价经过了1997-2001年的负增长，好不容易才回到正的水平
，结束了通货紧缩。
钢材、电力的短缺与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似乎只是局部的不平衡，并没有表现出总体失衡。
　　但是，任何不平衡都是从局部开始的。
想想日本近二十年的经济发展轨迹，股市与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演变成了泡沫经济。
特别是房地产，先是商业用地，然后是住宅用地价格上涨；从地理上看，先是东京圈地价上涨，然后
是地方圈地价上涨。
在这一过程中，机械产品、消费品并没有出现短缺。
再看看1992-1993年的海南也是如此，房地产价格的上升成为引发经济“过热”的导火线，最终也变成
了泡沫。
但是，当针对南方经济泡沫进行调整时，中国的其他地区还没有来得及“热”起来。
　　经济的平衡发展只是相对的，所有局部的不平衡，所有局部的“过热”，都会反映到总量经济指
标上来。
比如说，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货币供应量、信贷扩张程度等等。
这些指标告诉我们总体经济失衡的状态，是否需要调节，是否需要干预。
而宏观调控部门则正是根据这些指标，依自己的责任和所能采取的手段来行动的。
而所有的总体“过热”也都是从局部开始的。
　　从产业结构上来看，下游产业的过热对宏观经济的失衡没有太多负面影响，比如最终消费品的消
费热潮或价格上涨，是宏观经济部门与企业求之不　得的，而上游产业的过热，则可能引发整个产业
链的剧烈振荡和总体经济的破坏性发展。
　　作为宏观金融部门，中央银行是一个总量调节机构。
多年来，中国经济的调整主要在结构方面。
在不断市场化的经济中，我们有太多地把结构调整的希望寄托在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上。
在中央银行负责监管的时代，或许它　还能够用信贷手段和一些行政手段来帮助进行结构调节或进行
局部地区调控。
　而现在，这样的手段越来越少了。
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恐怕还得由国家的产业政策、税收政策以及政府的扶持政策来完成。
随着市场化的进行，要指　望中央银行制定差别的货币政策来扶持或限制某些行业与地区发展的愿望
恐怕也会越来越不现实。
　　不管是局部“过热”还是总体“过热”，中央银行只能针对总体经济指标的变化作出分析与判断
，发出预警信号，直到采取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
目的当然是明确的，那就是保证总体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目标。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唐旭文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