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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本书从云南省金融现状入手，分析研究了当前云南省金融发展状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从现代金融的
角度寻找了制约云南省扩大投融资的瓶颈，提出了新形势下云南省应如何充分利用新型投融资方式，
来努力扩大投融资规模，增强金融对经济发展支持作用的对策和建议。
由于本书主要针对云南省情况来展开论证，因此成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
　　由于现代金融与新型投融资方式分属两类性质，因此，本书主要从“金融形势与金融创新”“现
代金融与经济发展”“发展新型投融资方式”等三个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围绕着金融和投融资这两
个主题，将研究结论集中在新形势下云南省应如何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来拓宽云南省企业特别是中小
企业的融资渠道，应如何探索多种新型投融资方式，发展风险投资来推进整个云南经济发展的规模和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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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于现代金融与新型投融资方式分属两类性质，因此，本书主要从“金融形势与金融创新”“现代金
融与经济发展”“发展新型投融资方式”等三个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围绕着金融和投融资这两个主
题，将研究结论集中在新形势下云南省应如何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来拓宽云南省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
的融资渠道，应如何探索多种新型投融资方式，发展风险投资来推进整个云南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
    本书共分三篇七章内容，重点对加入WTO后我国特别是云南省的金融形势和金融创新趋势、金融发
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依存关系、如何发展新型投融资方式、拓宽云南省投融资渠道等进行了充分、有
力的论证，并提出了操作性很强的政策建议。
各章内容既相互联系，又自成体系，可作为独立的专题而存在，因此，其对相关方面的人士在了解云
南省金融现状和投融资发展状况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价值。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金融与云南新型投融资方式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篇  金融形势与金融创新  第一章  加入WTO后的金融形势与现代金融创新发展趋势    第一节  四
入WTO后我国的金融形势      一、金融业的对外开放      二、金融业的对内开放    第二节  国际金融形势
对我国的影响       一、金融业的机遇      二、金融业的挑战      三、国际资本流动    第三节  现代金融创新
发展趋势      一、国际金融创新发展趋势       二、我国金融创新发展现状      三、制约我国金融创新发展
的因素      四、我国金融创新的发展趋势  第二章  云南省金融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第一节  我国金融体
制改革的历史演变过程      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三个阶段      二、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内容    第二节
 云南省金融业发展的轨道      一、云南省金融业发展的阶段历程      二、云南省金融业发展的现状分析   
第三节  云南省金融创新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体制性障碍      二、政策环境因素      三、人员素质制约 
     四、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第二篇  现代金融与经济发展  第三章  现代金融与经济发展    第一节  现代金
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功能和作用      一、现代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二、现代金融在经济发
展中的功能      三、现代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二节  现代金融与云南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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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融资渠道  第七章  发展云南风险投资机制对策研究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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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是信用基础薄弱。
金融本身是信用高度发展的产物，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信用经济。
只有在发达的信用基础上形成的股份制才能为金融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并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我国的信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信用的体现，银行代表国家执行“出纳”的功能。
企业有借钱扩张、借债不还的内在动机。
近年来，一方面作为现阶段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经济实体经济部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个体工商业
户等）资金需求旺盛，一方面作为提供间接融资的银行“惜贷”现象严重。
可见，金融创新主体信用的孱弱成为金融创新的“硬伤”。
　　二是政府行为错位。
一个成熟的驾驭市场经济的政府在市场中的位置应通过制度设置来健全市场，通过市场化的操作来调
控市场。
我们的政府往往通过非经济的手段来干预市场。
这样，政府对金融创新的宏观动因偏重于社会稳定，忽视金融创新的市场特性，从而出现了无市场流
动性、靠强制推销的政府债券及不记成本的保值储蓄等金融工具创新。
政府行为的错位也造成了金融创新的成本和政策风险加大。
　　三是金融创新主体内在动因缺失。
我国金融机构主体还没做到真正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尚未形成，由此出现了
通过简单的机构增设、业务扩张等内容肤浅、手段落后的创新。
　　四是金融人才短缺。
金融从业人员的素质是增强创新的供给能力和创新成果的模仿普及的基础。
可是由于我们起步晚，从业人员素质普遍低下，造成了投机风盛行，违规行为时有发生。
　　五是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
利率是资金的时间价值，是资金使用的成本基准。
利率水平的国家调控使得货币市场创新直接受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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