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融效率与中国产业发展问题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金融效率与中国产业发展问题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09620502

10位ISBN编号：7509620503

出版时间：2012-12

出版时间：经济管理出版社

作者：余剑

页数：196

字数：2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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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融效率与中国产业发展问题研究>>

前言

　　博士后制度是19世纪下半叶首先在若干发达国家逐渐形成的一种培养高级优秀专业人才的制度，
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20世纪80年代初，由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积极倡导，在邓小平同志大力支持下，中国开始酝
酿实施博士后制度。
1985年，首批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
　　中国的博士后制度最初仅覆盖了自然科学诸领域。
经过若干年实践，为了适应国家加快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需要，全国博士后管理
委员会决定，将设站领域拓展至社会科学。
1992年，首批社会科学博士后人员进站，至今已整整20年。
　　20世纪90年代初期，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突飞猛进之时。
理论突破和实践跨越的双重需求，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毋庸讳言，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科学在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乃至研究手段上均存在较大的差
距。
正是这种差距，激励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正视国外，大量引进，兼收并蓄，同时，不忘植根本土，深究
国情，开拓创新，从而开创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
在短短20余年内，随着学术交流渠道的拓宽、交流方式的创新和交流频率的提高，中国的社会科学不
仅基本完成了理论上从传统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而且在中国丰富实践的基础上展开
了自己的伟大创造。
中国的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制度功不可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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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石，提升效率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金融效率与中国产业发展问题研究》以促进宏观经济增长与三次产业发展为政策目标，聚焦金融效
率问题，并从金融功能效率(宏观层面)、金融配置效率(中观层面)、金融产业效率(微观层面)三个视角
展开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在金融功能效率方面，从我国发展中大国的基本国情出发，通过历史回顾、逻辑分析以及计量
模型的演算，指出我国金融发展在促进建立完备的产业结构体系、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及产业扩张、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这三大产业发展目标上总体有效，但主要金融资源的功能效率仍然有待提高。

第二，在金融配置效率方面，从最优化思想出发，运用运筹学理论建立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模
型及效率判定方法。
在实证上，在模拟若干代表性行业的生产函数后，利用LINGO软件求解了金融资源配置的规划模型，
结论显示近年来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状况有所改善，有利于促进各行业协调发展。

第三，在金融产业效率方面，以盈利水平及盈利稳定性为代表性指标，研究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的金融产业的效率，并与国民经济中其他主要行业进行比较，总体认为近年来在特定的发展
阶段及受到保护(管制)的政策环境下，金融产业是国民经济中投入产出较高、盈利能力较强、经营效
益较好的产业。

第四，结合最新的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研究金融效率问题。
在世界各国通过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等扩张性政策手段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国以适度
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代表的宏观调控政策成效显著，金融功能效率得到充分发挥，但也引发了资产价格
快速攀升、通货膨胀预期高涨等问题。
同时，主要金融资源过于集中在某些政府融资平台、大型国有企业、政府背景投资项目等方面，单位
金融资源的产出贡献明显下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所下降。
金融业自身尽管获取了丰厚的收益，但我国金融发展的市场化程度还不高，政策管制与保护仍然是常
态，金融业竞争能力亟待加强。

《金融效率与中国产业发展问题研究》由余剑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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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加强引导，重点扶持，进一步发挥金融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上的作用。
　　21世纪以来，我国三次产业平衡发展有所改善。
在保持第二产业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需要进一步增强。
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尚不能进入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主导的局面。
实际上，发达国家在第三产业过度发展，第二产业向他国转移的过程中往往也出现产业空心化
（Deindustrialization）的问题。
因此，当前产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体现在一方面要大力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
需要突破各次产业内部结构升级的“瓶颈”，实现集约化发展、高效率发展。
　　（1）加大对重点企业、重点行业、新兴主导产业的支持，促进关键部门发展，提高经济发展的
核心竞争力，通过有扶有控的信贷政策及直接融资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针对部分领域金融资源过剩与其他领域金融资源匮乏同时存在的情况，①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通过适
当的信贷政策对金融资源的配置进行引导。
②只有信贷资金严格遵循按效率和风险控制的原则来决定配置，产业结构才有可能进行合理的调整。
直接融资政策需要进一步体现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意图，在鼓励企业通过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企
业债券、公司债券、股票等多种直接融资手段获取发展资金的同时，进一步配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落实
，进一步促进引导产业结构的升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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