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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四川大学（以下简称川大）是中国近代创办的最早一批高等教育机构中的一个。
近十余年来，又经两次“强强合并”，成为学科覆盖面较广、综合实力较强的综合性大学。
一百多年来，川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校日益壮大的过程中，从国学研究起步，接受现代科学的洗礼
，不同的学术流派融合互动，共同成长，形成了今日既立足于中国传统，又积极面向世界的学术特征
。
　　作为近代教育机构，四川大学的历史要从1896年设立的四川中西学堂算起。
但具体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则可以追溯到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由张之洞等人创办的四川尊经书
院。
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办学历史中，书院先后培养出经学家廖平、思想家吴虞等一大批在近代中国学术思
想史上影响巨大的学者，也因此使四川成为国内研究经、史、文章等中国传统之学的重镇。
此后，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国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近代“蜀学”成为川大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的主流，拥有张森楷、龚道耕、林思进、向楚、向宗鲁、庞俊、蒙文通、刘咸忻、李植、李培甫
、伍非百等一大批国内知名的学者。
　　近代蜀学在研究内容上以传统学术为主，在观念与方法上则立意求新。
廖平经学思想曾经作为19世纪晚期变法维新的基本理论依据之一，知识背景上也不乏西学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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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讲述的是合作金融作为合作经济的有机组成和政府金融、商业金融的补充，在金融发展过程
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合作金融发展论》将引入自组织理论对合作金融发展问题进行研究。
《合作金融发展论》围绕“合作金融发展”这一主题，对合作金融的原则和合作金融思想进行追溯，
建立合作金融的概念框架，以合作金融的原则和合作金融概念作为研究合作金融产生和发展的逻辑起
点和研究基础。
在此基础上，首先把合作金融的发展纳入自组织范式中，根据自组织理论搭建合作金融发展研究框架
；其次，从合作金融结构耗散、合作金融功能协同和合作金融生态环境和谐，分析合作金融发展；再
次，结合我国合作金融农村信用社发展进行分析，提出农村信用社发展的若干建议；最后，总结合作
金融发展研究的结论。
　　按照上述研究思路，本文用自组织演化范式，从系统的角度，从合作金融结构、合作金融功能、
合作金融生态环境对合作金融发展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提出合作金融结构耗散——合作金融结构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体系，通过与环境进行资金和信息
的交流，在一定条件下，就可能从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结构或功能上有序的状态，从低级有
序状态转变为高级的有序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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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4合作金融发展分析　　4.4.1合作金融结构耗散　　从合作金融发展模型的分析可知，由于合作
金融结构的不断演化，才使得合作金融处于演化和发展中。
合作金融结构的演化按耗散结构理论，就是因为合作金融结构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体系，通过与
环境进行资金和信息的交流，在一定条件下，就可能从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结构或功能上的
有序状态，从低级有序状态转变为高级有序状态。
形成的新的有序结构是靠不断耗散资金和信息来维持的，因而称为耗散结构。
也就是说，合作金融结构的演化是靠不断耗散资金和信息来维持的，合作金融结构是耗散的。
　　合作金融结构耗散表现在：首先，产生耗散的合作金融结构的系统都包含有大量的系统要素甚至
多层次的组分，要素间以及不同的组分和层次间还通常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其中尤为重要的
是正反馈机制和非线性作用。
正反馈可以看做自我复制、自我放大的机制，是“序”产生的重要因素，而非线性可以使合作金融系
统在基核分支失稳的基础上重新稳定到耗散结构分支上。
第二，产生耗散的合作金融结构都是开放系统，同环境进行着资金与信息的交换，使合作金融系统从
环境引入足够强的负熵流来抵消合作金融系统本身的熵产生而使合作金融系统总熵减少或不变，从而
使系统进入或维持相对有序的状态。
第三，产生耗散的合作金融结构都处于远离平衡的状态。
因为远离平衡，要想使合作金融结构产生耗散，就必须通过外界的资金流和信息流驱动合作金融结构
，越过非平衡的线性区进入非线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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