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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松成新著＜（现代货币供给理论与实践》评介

刘了？敖 施兵超

山盛松成同志撰写的＜＜现代货币供给理

论与实践＞＞ 一 书最近已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

版。 遠是继＜＜现代货币经济学；）后， 盛松成

同志撰写的又一 部学术专苦。 此书的出版标

志着观国货币供给理论研究已进入一 个崭新

的阶段。 笔者先睹为快， 愿将该书介绍给广

大读者。

该书 “ 以货币供给的过程为主线， 以当

代西方主要的货币供给理论及有关的史实为

基本内容， 并对一此殴大的理论和实标问题

提出独立的见解” 。（见该书弓1占第4页）。

全书共分为六章：

第 一 称 “货币供给望的决定理论——货

币乘数分析 ＇， ， 在本章中， 作者系统地阐述

了自C A·菲利普斯以来的各种货币乘数

现论和模型。

第二章 “货币基数” 分为三节， 深入论

述了货币基数的本质和特征， 货币基数的来

源和运用， 以及准备金调整额和调整后的货

币基数。 本章是全书的重点。

第三章 “货币乘数 ” 分为三节， 分别阐

述了通货比率、 准备金比平和定期存款比率

的决定因素。

第四章 “金融创新与货币供给“ 分为四

节。 该章在介绍了与货币供给直接相关的金

融创新的基础上， 讨论了金融创新对货币定

义和货币擞的影响、 对货币乘数的影响以及

对货币政策的指标M1的影响。

第五章 “货币供给理论中的 ｀ 新观点＇ ＂

分为四节， 系统介绍了 “新观点” 的基本理

论和对 “新观点 ” 的批评意见， 并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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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点 ” 的命运、 地位和慈义心

第六章 “美国法定准备金制度与货币供

给“ 分为四节， 前两节分别论述了美国实行

法定准备金制度的指导思想的历史泾变和这

一制度的实际结果和深层原因。 第三节介绍

了两种不同的准备金计算制度 一一时差准备

金制度与无时差准备金制度。 第四节是全章

的重点。 在该节， 作者将美国的法定准备金

制度与我国的法定准备金制度作了比较研

究， 指出 “ 我国法定准备金制度中的不少现

象和不少问题， 在美国的法定准备金制度的

历史上也都存在过 “ （见该书第239页）。

综观全书， 我们认为， 该书与国内已出

版的为数不多的同类著作相比， 至少具有以

下三个重要而显著的特点：

（一）体系新颖， 结构合理。 由以上所

介绍的内容， 我们可清楚地看出， 该书的休

系是国内外已出版的各种有关货币供给问题

的著作所没有过的。 它首先从评述西方重要

的货币供给乘数理论入手， 提出决定货币供

给掀的两大因素＄货币基数和货币乘数，并

分别加以专章研究。 在此基础上， 作者进一

步论述了金融创新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这一 更

为复杂的问题， 然后又评介了与货币乘数分

析相对立的货币供给理论中的 “新观点 ” 。

最后， 作者将上述理论分析应用于具体实

践。 这样的体系逻辑性强， 结构严谨合理，

同时也更适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 它能使读

者对货币供给问题从理论到实践、 从国外到

国内都有一个全面而系统的了解。

（二）贲料拐实， 内容丰富。 这也许是



安书最重要、 最显评的特点。 目前， 国内虽

已陆续发表了 一 些有关货币供给的论文， 甚

至还出版了 一 些专门论述货币供给的著作，

但这些论文和著作往往都只是局限千对国内

现状的分析或对国外实践的简单介绍， 而对

西方货币供给理论及国外货币供给实践中 一

些重要的、 深层次的问题， 还缺乏应有的

介绍和分析， 甚至可以说， 在这方面尚是一

个空白。 之所以如此， 我们认为其中一 个最

重要的原因恐怕就在千缺乏必需的资料。 即

使精通英语的中国学者， 恐怕也难于在国内

找到像卡甘、 伯尔格等人的原著， 更不用说

那些数不清的、 散见于各类期刊上的论文

了。 该书正好填补了国内在这一方面的一大

空白。 作者利用出国进修的机会， 搜集了大

量珍贵的、 在国内根本无法找到的外文资

料， 仅美国的＜＜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评

论＞＞这一著名的杂志， 他就 “仔细查阅了从

60年代初到 80年代末的 30 年中出版的几百本

这一 «评论＞＞， 并复印了其中的近百篇文

章＂ （该书引言第3页）。 本书正是作者在

潜心研读这些资料的基础上著成的， 是集各

种资料之精华的结晶。 因此， 其内容之丰

富、 资料之充实都是国内外同类著作所少见

的。 找们认为， 无论该书的内容本身， 还是

该书所提供的大祗有关货币供给的资料， 对

千国内的教学、 科研乃至政府部门的决策等

都有着极为主炎的参考价值。

（三）洋为中用， 理论联系实际。 本书

作者熟谙西方货币金融理论， 对西方货币供

给理论更是素有研究， 但本书却不是简单地

罗列各种货币供给埋论， 更不是就理论谈理

论地对这些狸论加以闸释， 而是自始至终地

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 伍评迷各种货

币供给理论时， 作者都着重指出这些理论中

值得我们借鉴的成份， 并就如何借鉴提出了

不少新颖独到的见解。 例如， 在第二章中，

作者对中美货币基数的来源作了比较研究，

并对 “准备金调整额” 与 “调整后的货币基

数” 这两个概念在我匡的应用作了分析；又

如， 在第五章评述货币供给理论中的 “新观

点 ” 时， 作者对货币供给的 “内生性 ” 和
“外生性” 这一争论已久的问题提出了 一 个

很值得重视的观点，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分析

了我国的货币供给机制问题（见该书第201

页）。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 作者还另辟专章

分析了美国的法定准备金制度， 并将它与我

国目前的法定准备金制度作了比较研究， 由

此提出如何改进我国法定准备金制度的设想

和建议。

我们认为， 在迄今为止国内已出版的专

门研究货币供给间题的著作中， 该书是对西

方货币供给现论作了最详尽的剖析， 对中外

货币供给的实践作了最深入的比较研究的一

部佳作。 它对于政商部门的决策者、 金融经

济领域的广大教学科研人员， 以及大专院校

的研究生和本科生， 都是一本极为有益而又

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当然， 与其他任何 一本书 一样， 该书也

自然不是尽善尽美的。 例如， 虽然作者对货

币供给的实践问题已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然而与该书所重点评析的西方货币供给理论

相比， 这部分内容似乎仍嫌单薄了 一 些。 当

然， 这也许正是作者另 一本同样重要的著作

将要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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