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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

曹　啸

　　从理论史的角度考察 ,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解释某一特

定时期的制度变迁过程 ,在西方已有世所公认的成功先例
(如诺思等的研究) ;在中国 ,它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

家的研究兴趣 ,迄今已取得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引起了

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张杰教授《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

与变迁》(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便是其中具有代表

性的成功之作。从既有的研究文献考察 ,该书是国内第一部

试图在主流经济学框架中系统描述中国金融制度变迁轨迹

的学术著作。作者首先构建了一个宽广而深邃的历史背景 ,

把现实金融制度变迁视作几千年中国经济社会历史变迁的

一个有机构成片段 ;在此基础上 ,对现实金融制度变迁过程

则运用主流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方法进行考察 ,体现了历史逻

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这部著作熔严谨的论证与大胆的假

设于一炉 ,对长期困扰经济金融学术界的许多难题给出了全

新的理论解释 ,并为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讨论提供了

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与方法论基础 ,其中不少推论对现实金

融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

从总体上讲 ,这部著作的最大特色是通过确立一系列具

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模型和假说 ,把有关中国金融制度结

构及其变迁总体图景的描述与分析包容于一个前后贯穿一

致的理论架构之中。正是基于此 ,该书对改革以来中国金融

制度变迁的过程及其相关认识进行了重新梳理与令人信服

的澄清 ,在理论上取得了一系列的创新与突破 ,其中不少命

题与结论已经和正在被现实金融改革过程所证实。

第一 ,在一个扩展了的国家模型中阐述了国有金融制度

的产生逻辑。针对中国的转轨情形 ,作者对诺思的国家模型

进行了扩展性解释 ,并由此给出了一个国家效用函数。国家

效用函数包含两个关键性变量 :追求垄断的产权形式与扩展

垄断产权边界。前者与经济的国有化相联系 ,而后者则导出

了赶超战略。

第二 ,揭示了货币化与国家金融控制之间的内在联系 ,

提出并论证了“强金融”命题。在改革过程中 ,国家一方面通

过扩展国有金融机构迅速把居民的金融剩余聚集在国有银

行的账户上 ,另一方面 ,通过一系列的手段 (诸如政策性贷

款、高准备金制度与信贷规模等) 加强了对国有银行信贷行

为的控制 ,从而保证了在分权改革条件下国家对金融资源的

集中配置。“弱财政”与“强金融”的搭配是中国既有改革取

得成功的一个基本因素 ,而这种情形又与中国特有的货币化

进程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第三 ,提出金融补贴概念 ,并通过“一个考虑金融补贴的

体制内增长模型”成功地解释了金融因素在中国渐进改革中

的特殊作用 ,弥补了学术界在分析中国渐进改革之所以获得

成功问题时长期忽视金融因素的不足。

第四 ,提出并验证了“利率中性”假说 ,通过引入国家能

力因素扩展中国转轨经济中的货币需求模型。在中国的转

轨经济中 ,利率与经济增长以及储蓄增长并不具有明显的相

关性。金融深化理论的货币需求模型在中国渐进改革过程

中正好获得了一个相反例证。重建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关

键是引入制度变量。在总结与清理已有的体现中国转轨经

济特征的货币需求模型的基础上 ,作者引入了国家能力这一

制度变量 ,从而重建了中国转轨中的货币需求模型。

第五 ,通过考虑中国国有银行动员储蓄的激励因素 ,扩

展了金融约束模型 ,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货币性金融支持与

证券性金融支持 ,为合理解释中国转轨条件下的证券市场提

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并对中国证券市场、货币市场与渐进改

革三者关系做出非常充分和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

第六 ,提出金融组织拥挤模型 ,并据此从理论上对渐进

改革过程中国有金融组织迅速扩展的机理做出了准确解释。

作者认为国有金融组织的拥挤现象是渐进改革对国家金融

控制与储蓄规模扩展这样一种双重要求所引致的。如果说

中国的前渐进改革的成功推行依赖于国有金融组织的扩展

的话 ,那么 ,后渐进改革的成功推进则取决于国有金融组织

规模能否得到顺利收缩。

第七 ,提出国有银行呆帐模型 ,在呆帐与渐进改革之间建

立起可信的逻辑联系。该模型为解释渐进改革中的国有银行

行为以及评价其经营绩效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由此标志着

人们可以在主流经济学框架中讨论国有银行的改革问题。

第八 ,在国内第一次阐述了金融体制改革中产权结构与

市场结构的关系 ,并由此出发考察了非国有金融安排进入的

理论意义与进入方式 ,随后又创造性地提出一个机会成本假

说 ,对地方的金融创新激励、效率及其对渐进改革的意义做

了精辟的分析。

值得指出的是 ,在这部著作中 ,以上命题与观点具有内

在的逻辑联系 ,由此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就国内现有

的同类金融研究成果看 ,还很难见有哪部著作是在一个如此

严整的逻辑体系中展开的 ,由此充分展示出作者的理论功力

和现实金融制度变迁过程的深刻观察与理解力。从这种意

义上讲 ,本书的问世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件

幸事 ,它为中国经济学融入主流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这

本书则是作者对其有关中国金融改革过程多年积累的感受

和思考的一种理论总结 ,标志其学术风格臻于成熟 ;这本书

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研究的最新水平。

虽然本书提供了许多大胆的假设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模型 ,但

作者在进行具体论证时 ,则字斟句酌 ,反复推敲 ;对所涉经验

数据也遴选严格 ,一丝不苟 ,可谓“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充

分体现了一位优秀青年学者严谨的治学风格与求实的研究

态度 ,而这实际上正是本书获得成功的基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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