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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时间上的界定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对原来高度集中和低效
率的计划经济进行改革。
改革首先在农村进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
然后对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的各种改革，在制度上形成了国有、集体、个体和外商独资及中外合资
共存的局面。
在对高度集中的计划配置制度进行改革的同时，逐步调整和放开了对产品和要素价格的控制。
对外则实行开放政策，引进外资、扩大贸易，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产业结构更趋合理
，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
这二十年间，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增长最有活力的国家之一。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7）》中公布的有关数据计算，1980-1995年期间，中国的国内
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1％和8．2％，在同期世界经济发展中独领风骚
。
这种高经济增长率在战后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的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出现过。
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23亿美元，增加到1992年的2963．49亿美元，30年间增长了127倍。
同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87美元增加到6790美元，30年间增加了7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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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现代经济学中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课题。
古典经济学通常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是一些实体要素，如资本、劳动、技术进步等。
而对于货币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却较少论及。
在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货币政策属于宏观经济理论，所涉及的是短期内总供求关系的调节，而经济
增长问题属于增长理论，本质上是一个长期问题。
本文将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研究，目的是探讨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货币政
策的作用。
    文章首先对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问题进行了分析。
然后将重点放在研究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
从分析中可以看出，资本积累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
而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是储蓄的增加以及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我国的货币政策在促进储蓄的形成以及加速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可以说，虽然货币政策并非经济增长的实物要素，但它对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
作用。
文章用了一定的篇幅探讨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问题，在控制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增长之间，我们主张
以稳定币值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因为只有货币稳定，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
在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方面，可行的选择是在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中，逐步强化利率在货币政策中介
目标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步淡化货币供应量指标。
此外，文章还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率。
文中主要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微观主体渠道的角度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由于商业银行、企业
、居民个人及地方政府等微观主体的一些行为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传导效果，导致我国货
币政策的传导效率并不高，因此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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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经济增长是各个国家都非常关注的问题。
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增长是指人均或每个劳动者平均产量的持续增长。
①”另一位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在其著名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突出强调了他所关心的主
题是“人均产量的增长”，“是得到更多物品与劳务的过程”。
一般认为，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产品和服务（或人均产品和服务）的实际产
出量的增加，经济增长的实质是规模不断扩大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和社会财富的增值过程。
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通常是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国民　　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所有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成果，它等于国内生产总
值加上来自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减去付给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
与国民生产总值不同，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生产概念，而国民生产总值则是一个收入概念。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过了二十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
这二十多年问，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了9.6％，是同期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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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货币政策》是关于研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货币政策”的专著
，书中将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研究，目的是探讨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货币
政策的作用。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货币政策》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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