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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过程中，金融因素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这些年来，国外经济学家对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做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系统在金融机构数量
、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金融交易的数量和金融资产的质量都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关系。
    中国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是在中国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同步于中国的经济市场化过程。
这种供给型的制度创新和西方发达国家的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创新是不同的。
关于金融发展，主要是商业银行发展和资本市场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国内研究多
数局限在全国层面的研究。
而本次研究则利用了从1980年到2004年之间全国30个省组成的panel数据，同时结合计量经济学理论的
最新发展和相关计量工具，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业银行发展、资本市场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相
关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因此在数据类型和实证研究方法上都具有一定的创新。
    本书内容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以及本书的结构和研究方法，
指出了本书中主要的创新点。
接着回顾了金融系统、金融体系和金融发展理论等相关概念和内容，综述了商业银行主导型金融发展
、证券市场主导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以及相关实证研究的回顾与总结。
    第二部分分析了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制度环境下，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描述了商
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演进和互动发展，并推动了中国金融深化的路径及其发展逻辑。
最后综述了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实证研究，讨论了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第三部分首先通过了理论模型讨论金融系统影响经济增长的可能途径，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实证研究
模型。
实证研究方法采用的是panel模型，结合计量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和相关计量软件，恰当的处理内生性问
题，并对所有的实证结果进行了可靠性检验，力求实证研究的严谨和合理。
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在考虑了联立偏差、异质性偏误和遗漏变量之后，中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对经济
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但是促进的效率很低。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最后结合实证结果以及以往相关研究的结论，就实证结果给出了合理的经济学解释。
    第四部分对全文的实证结果进行了总结，对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未来发展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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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金融发展理论综述　　2.1 金融结构、金融系统与金融发展　　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被普
遍认为是调节社会资源分配的主要手段。
而主要由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组成的金融系统则显然在资源分配中处于一个核心的地位。
现代经济体通过金融系统，家庭储蓄流向了企业部门，并在不同企业之间配置投资资金。
金融系统使家庭能够平滑跨期消费，企业可以平滑跨期支出。
金融系统也使得家庭和企业能够分担风险。
　　考察世界发达国家，比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我们发现这些国家都有一个高度发
达的金融系统。
但是这些发达金融系统的具体构成并不完全一致。
其中美国和英国金融市场非常发达，在资源配置上起着主导地位，被称为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系统。
此处需要特别解释一下金融市场的概念。
本书金融市场的概念是指组织化的证券市场，如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和期权衍生品市场。
而在德国，商业银行相对于金融市场显得更为重要，一般称为银行主导的金融系统。
三家主要的全能银行，德意志银行（Deutsche）、德累斯顿银行（Dresdner）和商业银行
（Commerzbank），控制了企业部门的资源配置。
其他主要工业国家则处于这两个极端情形之间。
　　我们知道凡是系统必然存在结构，结构既是功能的表现，也反过来影响到功能的发挥。
同样金融系统的不同的金融结构，既是不同金融系统的功能特征的表现，同时又反过来影响到金融系
统特性在经济体作用的发挥。
　　对金融结构进行系统性研究可以追溯到戈德史密斯（Gold—smith）在1969年发表的《金融结构和
金融发展》，戈德史密斯通过金融资产的分类，金融资产的数量，以及在分类基础上的各种资产的分
部等特征来研究金融结构。
戈德史密斯提出了衡量一国金融结构的8个指标：（1）金融结构的首要方面即一国金融上层结构与经
济基础结构之间的关系。
体现在金融相关率上，这个比率等于某期金融资产与国民财富之比。
（2）金融结构的构成比例。
这首先是指主要金融工具的相对发行量，其次是这些金融工具在国民经济中主要部门的分布比例。
（3）金融资产总额和各种余额在各个经济部门之问的分布比例关系。
它反映出不同的金融工具在经济中的渗透程度以及不同部门和子部门对金融工具的偏好j（4）一国金
融结构的特征还受到各种金融机构相对重要性的巨大影响。
衡量指标是：各种金融中介机构在所有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中的比例，在金融工具总额中的比例，以及
在几种主要金融工具余额中的比例等。
（5）金融机构在金融工具存量中拥有份额的大小是金融结构的另一重要指标。
它是反映一国金融上层结构机构化程度的最简单、最全面的指标。
（6）将金融资产存量按金融工具种类和金融部门分类组合成一个金融相关矩阵，从而能够清楚地说
明各种金融资产的发行者和持有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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