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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对1979年后中国金融非均衡及其影响的实证与理论研究。
书中具体分析了中国信贷市场、外汇市场、证券市场非均衡的状况、原因、非均衡对金融体系与经济
体系的影响，以及实现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转变的路径（政策）。
　　作者得出的结论认为，1979年后中国逐渐建立起非市场化或计划的金融体系，非市场金融体系对
金融市场交易价格、交易数量的控制，以及市场交易主体（金融机构与企业）的非利润最大化经营行
为，是中国金融长期处于严重非均衡状态的原因；复合非均衡是中国信贷市场的显著特点，是金融机
构不良贷款的产生、金融机构效率与企业资本利润率下降、中国金融深化与经济货币化程度虚化的原
因之一，也是经济非均衡（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原因之一；外汇市场与证券市场的非均衡有害于
金融体系的稳定，并给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带来消极影响；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市场化是中国金融
由非均衡向均衡转变的必由之路。
作者将已有的对中国经济非均衡问题的研究延伸到了金融领域，创立了复合非均衡这一新范畴，得出
了一系列新的重要结论，包括：中国储蓄增长中具有虚化成分；当国内商品生产部门的信贷受到数额
限制，提高利率既可能降低也可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通货紧缩时降低利率能够提高出口商品生产部
门的产出，而不能够提高国内商品生产部门的产出；外汇储备增长并非一定导致通货膨胀，相反可能
导致通货紧缩；在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转变之前，利率市场化与放弃信贷规模控制将增加金融机构的
风险（不良贷款）；等等。
作者的研究基于大量事实，运用了数学模型方法与计量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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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非均衡金融》具体分析了中国信贷市场、外汇市场、证券市场非均衡的状况、原因、非
均衡对金融体系与经济体系的影响，以及实现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转变的路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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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成立于1954年9月，隶属于财政部，直至1979年8月独立出来。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职能是办理国家基本建设拨款和企业、机关等用于基本建设的自筹资金的监督拨
付工作。
1958年后，国家赋予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管理基本建设、地质勘探和施工企业财务预决算的职能。
中国银行。
1949-1979年3月，中国银行一直是中国人民银行所属辖的一个部门，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为中国人民银
行的国外业务局。
农村信用合作社是中国金融中介的组成部分。
至1956年，农村信用合作社总数达10.3万个，基本上是一乡一社。
农村信用社受中国人民银行的统一领导。
在建国初期，私营金融业还存在，主要是私营银行、私营钱庄。
1952年12月，对私营金融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私营银行和私营钱庄或被并入公私合营银行，或被撤
销。
1956年7月，公私合营银行被纳入中国人民银行体系之中。
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了中国的银行体系的绝大部分职能，其他专业银行并不独立存在，他们或是人民银
行的一部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或是财政部的一部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整个银行体系的主要职能是为企业提供周转资金，银行本身并不能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上起实质性作用
，因为投资计划由国家计划部门做出，然后由财政部安排财政信贷计划，再由银行办理资金拨付。
　　因此，银行被称为财政部的“出纳”。
金融中介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与中国人民银行相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是在各级政府所在地设立相对应的分级机构。
1949-1958年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职能是“保护国家财产，保障生产安全，促进物资交流，改善人
民生活”。
1958～1979年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并人中国人民银行，成为后者的一个部门，其国内业务完全停止
，企业的意外损失由国家财政补偿，国有、集体企业和事业单位对个人的意外损失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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