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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宗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
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
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熏陶和滋养；一个国家要在国际综合国力
竞争中赢得优势，不能没有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软实力”的强大和支撑。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哲学社会科学与
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五个高度重视”、‘两个不可替代”等重要思想论断。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哲学社会科学放在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
，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2004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了新世纪繁荣发展哲学社
会科学的指导方针、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
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
世界。
”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阶段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的重大战略目标和任务，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根本保证和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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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研究：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和结构演进》首先针对我国经济改革带来的制
度变化做出本质性的分析，同时特别讨论带来制度演进的改革本身发生的突出历史变化；然后，根据
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判断社会生产关系变化的正义性、进步性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价值标准，分析
中国制度变迁中的经济增长；再进一步，则是深入考察这种增长过程中的有效性和带来的质态提升；
在上述考察的基础上，《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研究：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和结构演进》对中国的经济
增长和发展的体制动因做出剖析，并由此，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体制变
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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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特征及价值判断标准第一章 应当以怎样的历史价值取向认识
和推动改革一、改革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及改革本身的历史性变化二、对改革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及对
改革要求的复杂化三、收入分配的公平命题与改革的合理性第二章 经济理论对制度变迁正义性争辩的
焦点：价值论的反思和两种经济哲学观的对立一、价值理论与制度变迁正义性的争辩二、两种对立的
市场经济哲学观与市场化价值取向的分歧第三章 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历史性变化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一、中国经济发展达到了怎样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具有怎样的突出特点二、以改革推动发展的根本
在于通过改革开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三、所有制结构变化与发展方式转变四、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增
长五、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第四章 要素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中国资本市场对经济
增长效率的影响一、问题的提出：资本市场融资对于经济增长是否具有重要影响二、模型设定三、数
据来源与模型估计四、回归分析结果第五章 要素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侧重点
：产权结构还是市场结构一、SCP分析范式不适用于银行业二、银行规模与绩效三、现阶段中国银行
业的改革重点第六章 要素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中国银行业的集中、竞争与绩效一、引言二、银
行业绩效衡量标准的特殊性三、银行规模与竞争四、技术创新条件下的银行业集中趋势五、中国银行
业的集中与竞争机制的形成第二篇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进程中经济增长的周期和总量调控第七章 实
现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战略目标及可能面临的问题一、挑战东亚模式的经济增长极限理论二、从可支
配收入看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三、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及其国际经济地位展望四、实现目标过程中可能遇
到的挑战第八章 体制转轨中的经济周期特点及宏观调控的复杂性一、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性二、现阶
段中国经济周期的复杂性三、我国宏观调控措施的特殊性四、转变增长方式，继续提高宏观调控质量
第九章 体制转轨中宏观经济政策作用的特殊性一、体制变迁的历史特殊性与我国宏观调控中货币与财
政政策差异二、体制转轨的特殊背景与宏观调控中货币政策效应的减弱第十章 供给管理与我国现阶段
的宏观调控一、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特殊复杂性与需求管理政策的主要局限二、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
调控与供给管理政策的应用三、我国宏观调控中需求管理政策与供给管理政策组合原则第十一章 供给
管理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一、我国为什么需要引入供给管理政策二、供给管理政策为什么被长期
忽视三、在我国系统运用供给管理政策需要创造哪些条件四、可供选择的适合市场经济的供给管理政
策主要有哪些第三篇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进程中结构变化和增长的效率第十二章 市场化进程中的结
构高度化、经济效率与经济增长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历史轨迹二、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产业结构高度的演进三、改革开放后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四、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效率的
影响第十三章 中国经济产业结构高度的测度一、引言：产业结构高度的内涵二、产业结构高度的指标
三、横截面数据下产业结构高度的比较——国际和国内比较四、时间序列下产业结构高度的比较五、
结论第十四章 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和中国经济增长一、引言：方法和数据的说明二、产业结构、所
有制结构以及经济结构的互动对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三、最优经济结构的比较分析四、结论第十五章 
地区结构和中国经济增长一、区域差异的结构性特征与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二、中国的地区经济结构
与平衡发展第十六章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率和技术进步一、引言二、理论假设三、中国(1978
～2006年)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四、中国(1986～2002年)结构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
贡献五、结构效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趋势分析六、结论第十七章 结构升级与改善国民经济中间消耗—
—从投入产出分析看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途径一、从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看中间消耗变化的结构特征二、
技术进步与结构变化对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三、对第二产业部门直接消耗情况的进一步分析四、中间
需求结构的变化五、对资源和能源产业的进一步分析六、结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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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认为，行业的集中率会导致市场势力，而集中率与行业内部的企业规模差异直
接相关，行业中前几位大企业规模越大，行业集中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产生市场势力，从而影响竞
争效率（Bain，1959）。
　　应该认识到，银行业本身的特点决定了不可能达到严格意义的完全竞争型组织状态。
根据完全竞争行业依存的严格假设条件：　　第一，完全信息条件。
但已有的各种信息模型表明，信贷市场是属于不完全信息市场，存在由于信息分布的非对称性而导致
的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
　　第二，产品的同质性条件。
即使是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属于存贷业务，但在市场化利率条件下，不同银行因客户的类型不同（存
贷数量、存贷时间长短、银行面对的风险程度等）存贷业务也存在差异性。
尤其是单个银行是由分布在各个地域的分支机构组成的，不同地域的分支机构面对不同类型的客户资
源，决定了它们提供的服务也具有差异性，意味着由不同地域的分支机构组成的商业银行所提供服务
是由一揽子不同的服务项目组成的。
　　第三，厂商规模无差异条件。
商业银行组成的分支机构特征和经营的鲜明地域性特点，决定了每个商业银行的总体规模不可能达到
无差异水平。
　　第四，市场均衡定价条件。
完全竞争理论模型假定，如果以上三个条件得到满足，那么，处于完全竞争行业的所有厂商不可能影
响市场均衡定价机制，所有的厂商都是价格的接受者。
但在银行业不可能满足这样的条件。
除非一国的银行利率和所有的银行服务属于非市场化的管制定价制度，而在利率市场化和服务价格市
场化条件下，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利率及其他的服务价格除了供求因素的影响，还受到每一笔业务所隐
含的风险因素和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
　　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出，银行业的产业组织结构不可能达到理论意义上的完全竞争组织结构状
态。
因而，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每一国家的银行业其产业组织结构更多的是呈现出“垄断竞争”型
行业结构或“寡头竞争”型行业结构特征。
　　问题在于，银行部门这样的产业组织结构是否产生竞争效率？
　　我们将“旅游者一陷阱”模型（卡尔顿和佩罗夫，1998）进行修改，证明拥有规模的由广泛分支
机构的银行组成的行业结构比无分支机构的规模小的单一银行组成的行业结构更可能产生竞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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