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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校预算的政治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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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预算在本质上是政 治 性 的,但 所 有 研 究 高 校 预 算 的 文 献 都 是 从 财 务 学 和 会

计学角度阐述的,这势 必 影 响 研 究 高 校 预 算 的 深 度。高 校 预 算 过 程 中 存 在 预 算 权 力 的 争

夺、预算的政治色彩和预算的政治权 术 等 不 良 表 现。分 析 高 校 预 算 的 不 良 表 现,不 是 否 定

其政治性,而且要确立正确的政治措施:德治、法治与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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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的研究高校预算的文献,几乎都是从财务学和会计学角度进行阐述。2001年3月,马骏、叶
娟丽在《公共预算中的政治:收入与 支 出,借 贷 与 平 衡》的“译 者 前 言”中 指 出:“对 于 国 内 政 治 学 和 公 共 行

政学界来说,公共预算都是一个很少问津 的 领 域。经 济 学 家 几 乎 垄 断 了 公 共 预 算 的 有 关 研 究。这 的 确 是

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因为,预算权力是各种政治权力中非常重要的一种,预算政治也是政治活动中非常

重要的组成部分,各种预算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 要 组 成 部 分。同 时,对 于 政 府 公 共 管 理 来 说,预 算 也 是 一

种极其重要的管理工具和职能。”[1]由此可见,忽视公共预算中对政治的研究,这势必影响研究高校预算的

深度和广度。

一、高校预算应有多学科作为理论支撑

(一)预算具有多张面孔,服务于不同的目的

DonaldAxelrod认为,由于预算具有多张面孔,在有关优先权、支出、收入和债务偿还方面包括八种相互

关联的功能[2]7,因此预算需要认真考虑“谁为了何种目标获得多少以及谁来支付”这些重要的政治问题。从

这个意义上而言,“预算是政府的神经中枢,它是为了高效、经济地实现政府优先权和目标而进行分配资金

和利用资源的一种决策制度,一种主要的政治决策制度”[2]1。而 DavidNiee的观点更具一般化色彩,他认为

预算一般被希望做以下工作:确定目标和优先权、将目标付诸行动、管理经济、提高责任感、控制公共资源的

使用、提高效率和效益、用于社会规划和改革、保持过程的可管理性[3]。

阿伦·威尔达夫斯基指出:“公共预算服务于不同的目的”[4]9。DavidNice也指出:“我们希望它肩负许

多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任务”[3]2。怀尔达夫斯基也认为,由于预算服务于多种不同的目的,因而它可

能是指很多的事物:一项政治行动,一项工作计划,一次未来预测,一个启蒙源泉,一次愚昧举动,一个控制

机制,一种对限制的逃避,一种行动的手段,一个进步的障碍,甚至可以是一种祈祷:愿当权者能够温和对待

具有良好愿望而能力有限的人们[5]1。

由于预算具有多张面孔,服务于不同的目的,肩负的是矛盾的任务,因此,应有多学科作为理论支撑。
(二)预算应有多学科作为理论支撑

在公共预算研究领域,早有学者从多视角研究,并提出了公共预算的学科支撑。如:

1.APremchand提出四门学科

APremchand认为早期的预算旨在控制公共支出,具体有三种控制途径,即责任控制、效率控制和经济

控制。预算控制涉及经济学、会计学、公共行政学和政治学四门学科,每门学科对于预算的研究领域和视角

均有差异(见表1)[6]35。

2.休思提出二门学科

欧文·E·休思指出:“支撑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基础就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复合物。”[7]77



表1 预算的研究路径

预算视角 学科 一般覆盖领域

责任控制

公共行政学
对行政机构内部工作的描述;预算周期
的各个阶段等等(财政部,会计与审计
部门)

政治学
立法与政府机关之间的关系;决定资源
分配的政治过程;集团压力;政治冲突

会计学
效率审核;管理会计;修改政府的商业
会计原则

效率控制

经济学 分配效率;产出与分配功能

会计学 成本测定

公共行政学
现代管理制度的标准化及其对政府的
适应性;集权和分权

政治学 政府边界;支出限制;私有化

经济控制 经济学
财政政策;年度预算的经济框架;税收
和支出范围;分配关系

  3.林奇提出五门学科

美国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教授托马斯·D·林

奇博士指出:“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会计

学+行为科学+财务学+……”[8]7

休思和林奇 指 的 是“公 共 管 理 学”,但 我 国 两 位

学者认为:“预 算 管 理 是 公 共 管 理 的 核 心 和 关 键。”

如:

  马骏指出:“在公共管理领域,政 府 预 算 的 地 位

十分重要。预算管理构成了现代公共管理的核心和

关键。预 算 权 力 是 各 种 政 治 权 力 中 非 常 重 要 的 一

种,预算政治也是政治活动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各种预 算 制 度 也 是 政 治 制 度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同

时,对政府公共管理而言,预算也是一种极其重要的

管理工具。”[9]1

王雍君认为:“预算管理是公共管理的核心和关键,是促进经济政策三个一般性目标———增长、平等和稳

定———的工具。从这三个一般性目标出发,预算管理的关键目标是总量控制、资源在部门/规划间的有效配

置、营运(管理)效率、合规性以及财政风险控制。”[9]2

高校提供的是准公共产品,高校预算也属于公共预算,对高校预算的研究理应从多视角进行。上述学者

都提到了“政治学”,本文仅对高校预算的政治性进行探讨。
(三)预算学应成为独立学科

从上文可提出一个疑问,预算管理仅属财务管理范畴吗 ? 章伟的研究表明:“在美国,预算会计学、预算

管理学和预算经济学业已形成,但预算政治学却尚未成为一门显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学界对该领域

研究的淡漠与疏忽,相反,美国学界基本达成了下列共识,即公共预算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10]

二、公共预算的政治性

(一)西方的观点

在西方发达国家上,公共预算一直是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绝大多数的预算专家都

是政治学家和公共行政学家。他们的代表作主要有爱伦·鲁宾的《公共预算中的政治:收入与支出,借贷与

平衡》、阿伦·威尔达沃斯基、内奥米·凯顿的《预算过程中的新政治学》,等等。

1.爱伦·鲁宾的观点

爱伦·鲁宾认为:“公共预算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它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1]1他在“中文版序言”中还指

出:“公共预算涉及公共资源的配置,以及如何支出公共资金的选择。它有一些技术性的方面,但也有许多

政治性的方面。所以,预算反映了国家和地方的优先选择,也反映了政治过程。……因为公共预算必然是政

治性的,它适于政治学家进行研究。……因为公共预算是政治过程的中心,它可以被用来帮助理解一个社会

中的更广泛的政治过程。”[1]

2.阿伦·威尔达沃斯基的观点

威尔达沃斯基指出:“预算不仅是一个经济工具,而且也是一个政治工具”[4]326,“预算就是政治,它所研

究的基本问题是谁获利,谁损失,谁受益,谁支付;而且预算在现实中生活是一个渐进的冲突解决模式,其结

果反映出谁的偏好将会占优”[4]1。“预算是一个管理过程,也是一个政策制定的过程,是一个运作过程,也是

一个导向,忽视前者就如同无视执行政府计划那样不明智。”[4]9“如果不理解预算政治,任何对正式预算过程

的说明都是不完整的和误导的”[4]324。

3.其他学者的观点

日本学者小林丑三郎认为:“近代国家观念的确立、市场经济的制度化以及社会阶级利益斗争的政治化,

是近代财政预算制度确立的根本背景。”[11]

米勒和波格丹诺指出:“就其性质而言,预算编制是一种政治过程、一种解决推动的手段……预算是政治

声明,它表明了预算编制者的实际选择和价值观念。编制预算又是政治斗争的一个焦点,其结局可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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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在何时如何得到什么。”[12]75

罗伯特·D·李和罗纳德·约翰逊指出:“虽然预算系统看上去是一门技术,但实际上它却是政治,是政

治和技术的结合,而且技术位于最低层面,政治却处于最高位置。”[13]3

派特希克指出:“当选的政治家会满意于他们自己选择的预算契约,但是这些契约很容易被未来持有相

反政治观点的政治家所修改,甚至是废弃。”[14]194

盖伊·彼得斯指出:“预算过程是政治过程中对公共行政影响最大的部分……部门获得预算就可以向其

他部门显示自己的政治势力及重要性……预算过程成为机构之间竞争的重要场所。”[15]

IreneSRubin指出:“无论如何定义政治,(公共)预算都不能排除政治。”[16]

笔者罗列了国外主要学者关于公共预算具有政治性的观点,希望我国高校预算研究者重视政治学是公

共预算的重要领域。
(二)中国的观点

其实我国的政治家也十分重视公共预算中包含着政治。毛泽东同志早在1950年就提出了“国家的预算

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17]的科学论断。1954
年1月,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邓小平同志也强调指出:“财政部门是集中体现国家政策的一个综

合部门”,他批评了“不懂得数字中有政策,决定数字就是决定政策。……数目字内包括轻重缓急,哪个项目

该办,哪个项目不该办,这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切不可‘有财无政’”的观点。[18]199

2011年12月2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也指出:“财政是庶政之母,邦国之本。”[19]

综上所述,政治家和政治学者十分重视公共预算的政治性。

三、高校预算不良政治性的表现

(一)预算权力的争夺

预算权力即是预算管理权力的简称,是指决定、支配预算的权力,是对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调整、监
督等权力的总称。亦即是 分 为 预 算 编 制 权、审 批 权、执 行 权、监 督 权。官 员 们 通 过 不 同 渠 道 影 响 着 这 些 权

力。这种“争夺”体现在高校领导层中对预算权力的博奕和讨价还价。

GeraldSalancik和JeffreyPfeffer通过研究发现,资源越稀缺,单位越要运用权力;资源对于组织单位的生

存和发展越重要越关键,单位越要努力获得资源,此时就越倾向于运用权力。[20]在高校中,由于经费较紧张,

而预算是配置经费的重要步骤,“为钱进行博弈”而争夺预算权力尤为激烈。国外有学者曾指出:“在高等教

育机构中,有多少大学和学院的校长(院长),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21]国内有学者在分析某省

级领导预算权限时指出:“预算产权的建立:预算中的‘多支笔’。”[22]争夺预算权力是为了控制,“从一定意义

上说,预算是一种对政府和政府官员非暴力的制度控制方法”[23]。在高校内,官员们除了争夺预算权力外,

还不受预算约束随意地批条子,也将自己凌驾于预算之上。
(二)预算过程中的政治色彩

芬格乐指出:“预算过程中的政治色彩。在多数公共机构中,预算的制定过程充满了政治色彩。管理者

应尽最大努力制定和应用最有利于实现机构组织的公共使命和目标的预算程序。在实际当中,几乎所有的

公共机构都存在着政治的影子。政治的存在有多种形式,这种政治可能是个人之间的,例如部门的管理者

可能是董事会成员的亲戚,于是在预算时得到或被认为得到特殊的机遇。更多的情况是,政治体现在各种

具体议程上。在大多数机构组织中,支持某项特定服务或项目的人会为执行该项目而设法进行游说,并最

终获得相应的资源。在政府机构中,政治色彩尤其明显,毕竟这里是政治的竞技场。至少在这里是通过政

治程序,公众通过投票的方式表明各自意愿。而且,在政治机构的资源分配过程中,政治也起了主要作用。

虽然预算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机构组织的目标,但是,政治在机构组织的目标的制定过程中确实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政治在公共部门的表现多种多样。可能是利益相关者为了各自的缘由而游说,也可能是为了采纳

相似或不同目标的政策而进行竞争。甚至有时预算中的政治还体现了政府各部门之间或各政党之间的权力

角逐。管理 者 要 了 解 机 构 组 织 内 预 算 的 政 治 本 质。这 样 将 有 助 于 他 们 更 好 地 确 定 在 预 算 程 序 中 的

角色。”[24]

在高校中,拥有预算编制权、审批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官员都有一些利益密切者,他们一般分为两类:

一是“圈子内”的人,这些人利益密切,在预算安排中倾斜;二是权力互换,掌握预算权的人与掌握人事权、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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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权、教育管理权、科研管理权以及后勤管理权等进行权力交换。
(三)预算过程中的政治权术

鲁宾在其著作中举了一个案例,她指出:“一个州立大学的校长决定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扩大一流的体

育运动项目。虽然一些教师毫 无 疑 问 地 会 喜 欢 这 一 行 动,但 是,如 果 先 征 求 大 多 数 教 师 的 意 见,他 们 将 反

对。不过,校长没有问这些教师的意见。反之,项目的全部成本被隐藏起来以使预算更被能接受。因为运

动项目中的成本被渐次地低估了,一些权威人士称这个运动项目为正在消失的预算的案例。为了使真实的

成本模糊不清,该大学的校长将成本分散后再将它们放进预算的不同部分。为进一步使图画更复杂,他利

用不同来源的收入,包括学生运动费、债券收入和自愿捐款。当教授们希望获得这些资金的资助时,该校长

就说这些用于体育项目的资金是专款专用的因而不能用于其他项目,因此,如果教授们想寻找较多的钱用

于历史或生物教育时,他们就必须从其他方面而不能从体育项目中寻找资金,虽然体育项目的成本一直在

增加,在体育项目中,作为成本的资金数量却每年都维持不变。由于害怕冲突和反对,该校长在预算中隐藏

了成本。预算越复杂,活动和账目越多样,行政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就越大。正如一个大学校长指出的,‘没
有一天我们不期望着一个不那 么 复 杂 的 预 算。’这 种 复 杂 性 使 得 行 政 人 员 能 在 较 大 的 范 围 内 进 行 选 择,例
如,何处报告支出,使用什么收入,突出什么支出和忽略什么支出。”[1]18

现在,高校中不是也存在那种“三公消费”通过拆分、肢解隐匿在其他项目中的情况吗 ? 这种人为将预算

搞“复杂”的技巧,使预算越来越看不清了。
(四)后任否定前任的政治行为

鲁宾指出:“过去的市长和经理仍然间接地发挥着政治作用。几乎所有新政府都必须反抗他们的前任。

他们进入办公室,发现到处都是乱糟糟的,于是努力进行清理。如果他们不经思考就采取行动,就很可能因

为他们前任的财务错误而被责怪。正如在这个例子中一样,他们的前任可能会将基金结余花光而将支出推

迟到下一任政府。继承的预算可能在许多方面是有意设置的陷阱,因为时间是预算中的一个因素,支出可

以被推迟,收入被增加。”[1]87

这种后任否定前任的政治行为在政府部门很常见,如推翻前任盖的标志性建筑重修,炸掉前任修的路重

建。大学中这种后任否定前任的政治行为也不少见,如前任的办公室重新装修、前任的车重买,还有前任不

顾后任的经费,大量贷款由后任去还。
(五)在申报特别拨款中的政治行为

鲁宾指出:“一些大学为从国会中寻求到联邦特别拨款(分配给特别工程项目)而到处散布言论。……许

多大学校长和他们在国会的 支 持 者 们 认 为,通 常 同 等 的 评 定 来 为 基 础 科 学 分 配 基 金 的 批 准 方 法 是 一 种 偏

见,因为它基于一种老头制度(由一帮互相认识和一起工作或者一起上学,并接受同样正统观点的人组成),

只给那些精英大学提供资助。而那些学术观点有望超出主流的大学,却无法得到联邦的资助。这些大学校

长认为,如果那些非精英大学能够得到为他们设立的特别拨款,整个科学研究将会得到好处。”[1]10

这些在大学中表现为申报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中的“跑步(部)前(钱)进”行为等。

四、高校预算中对不良政治的对策

我们分析了高校预算中不良政治性的表现,不是否定其政治性,而且要改革其不良政治性的表现。前已

述及,预算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因此,就要在高校预算中确立正确的政治:德治、法治与民主化。
(一)高校预算的德治

我国提出以德治国,对预算亦然。高校预算的德治就是以良好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规范预算行为。约

翰埃克森对预算的政治手腕讲过一句精辟的话:“如果预算过程要生产什么,那么它必须生产诚实。只有这

样,美国人民才能了解和支持国会和总统为了恢复财政纪律而必须做出的决策。”[1]157

(二)高校预算的法治

英国思想家阿克顿勋爵有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25]法国启蒙思想家孟

德斯鸠也有类似的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26]鲁宾指出:“因为

公共财政预算有许多不同的行动者,他们有各自不同的目的,所以预算的选择必然导致行动者之间的相互

竞争,项目之间以及受益人之间的相互竞争。有时候,这种竞争的结果是导致非常明显的政治权衡。”[1]148这

些预算的行动者如私利 膨 胀,就 会 借 助 预 算 谋 私。因 此,必 须 依 法 理 财,用 制 度 约 束 权 力。正 如 习 近 平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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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19日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关键是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

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27]

(三)高校预算的民主化

蔡定剑认为:“我国要建立起现代公共预算制度,需完成从行政控制到法制化,从法制化到民主化的过

程,最终实现对预算的民主控制。这是我国公共财政制度改革的目标,也是我国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28]

我国高校预算改革应以建立预算民主为目标,政治层面上的应以“公共责任”居于主导地位。除了师生员工

参与预算过程外,预算必须公开。鲁宾指出:“每当预算公开时,政治就渗透进预算。”[1]除了审计监督这种

专业监督外,群众监督和媒体监督也很重要。

[ 参 考 文 献 ]

[1] 爱伦·鲁宾.公共预算中的政治:收入与支出,借贷与平衡(第4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 Donald.Axelrod.Budgetingformoderngovemment[M].NewYork:St.MartinsPress,Inc.,1988.
[3] DavidNice.PublicBudgeting[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4] 阿伦·威尔达夫斯基.预算:比较理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5] 杰克·瑞宾,托马斯·D·林奇.国家预算与财政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6] PremchandA.GovernmentBudgetingandExpenditureControls:TheoryandPractice[M].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Monetary

Fund1983.
[7] 欧文·E·休思.公共管理导论(中译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8] 托马斯·D·林奇.美国公共预算[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9] 王雍君.公共预算管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10] 章伟.预算、权力与民主:美国预算史中的权力结构变迁[D].复旦大学,2005.
[11] 小林丑三郎.各国财政史[M].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
[12] 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13] 罗伯特·D·李,罗纳德·约翰逊.公共预算系统[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14] PatashnikE M.Thecontractualnatureofbudgeting:Atransactioncostperspectiveonthedesignofbudgetinginstitutions[J].Poli-

cyScience,1996,29:194.
[15] B·盖伊·彼得斯.官僚政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6] IreneSRubin.NewDirectionsinBudgetTheory[M].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98.
[17] 毛泽东主席1949年12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讲话[N].人民日报,1949-12-04.
[18] 邓小平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9] 李克强.继续发挥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作用[EB/OL].新华网,2011-12-27.
[20] Pfeffer,JeffreyMoore,WilliamL.PowerinUniversityBudgeting:AReplicationandExtension[J].AdministrativeScienceQuarter-

ly,1980,25:637-653.
[21] JohnL,GreenJr.,DavidC Monical.ResourceAlloeationinaDeeenrralizedEnvironmenr[M]//DJBerg,Gerald M Skogley

(eds.).MakingtheBudgetProeessWork.NewDirectionsforhigherEducation,No.52.SanFranciseo:Jossey-Bass.1985.
[22] 马骏,侯一麟.中国省级预算中的非正式制度:一个交易费用理论框架[J].经济研究,2004(10).
[23] 王绍光.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24] 史蒂文·A·芬格乐.财务管理———公共、医疗卫生和非盈利机构组织[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25] 阿克顿.自由与权力[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1.
[26]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
[27] 习近平.借鉴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拒腐防变能力[EB/OL].新华网,2013-04-20.
[28] 蔡定剑.公共预算应推进透明化法制化民主化改革[J].法学,2007(5).

27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16卷



（７）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ｄｅｂ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ｘｉｎｇ，ＬＸｉｎｇ－ｊｉａ，ＺＨＡＮＧ　Ｙｉｎｇ　·４４·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ｄｅｂｔ　ｃ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ｈａｖｅ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ｄｅｂ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ＤＭ）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ｍａｋｅ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Ｂｙ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ＤＭ，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ＳＤＭ，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ｈｏｗ　ｔｏ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ＳＤＭ　ｆｒｏｍ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ｔｈｅｍ　ｓｉｎｃｅ　ＳＤＭ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ｏｉｎ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ｆｉｓ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ｉｔｈ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ＤＭ　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ｅｂｔ　ｓｔｏｃｋ，ｄｅｂ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ｅｂ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８）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Ｓ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ａｓ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ＭＡ　Ｙｅ－ｑｉｎｇ，ＹＩＮ　Ｙｉ－ｌ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Ｙｕ　·５１·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ＰＢＣ）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ａ　ｒｅ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ｈａｌｆ　ｏｆ　２０１２，ｗｈｉｃｈ　ｓｅｔ　ａ
ｒｅｃｏ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ｕｒｓ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ｒ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ａｙ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Ｂｅｃａｕｓｅ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ｒｅ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ｏｆ
ＰＢ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ａｓ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ｒ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ｆ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ＵＳ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ａｓ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Ｂｙ　ａ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ＵＳ　ＱＥ１，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ＵＳ　ｄｏｌｌａｒ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ｉｃｅ．Ｏｕｒ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ｉｃｅ　ｉｓ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ＵＳ　ｄｏｌｌａｒ　ｗｅａｋｅｎｓ
ｓｈａｒｐｌ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ａｓ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ｒｅａｓｏｎ　ｉｔ　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ｉｍｅｄ　ｔｏ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ｉｃｅ　ｃａｎ　ｍｉｎ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９）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ｉ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ＺＨＯＵ　Ｋａｉ　·５７·

Ｉｔ　ｉｓ　ｗｅｌｌ－ｋｎｏｗ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ｕｓｔ　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ａｔａ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ａｔａ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ｅ．，ｃｒｅｄｉｔ　ｒｉｓｋ，ｍａｒｋｅｔ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ｓｋ．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ａ　ｃｈｏｉｃｅ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ａｒｇｅ　ｂａｎｋｓ　ｈａｖｅ　ｔｏ　ｍａｋ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ｓｅｌⅢ．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ｂａｎｋｓ，ｉｔ　ｉｓ　ａ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ｈｅ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ａｎｄ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ｒｏｆｉｔ－ｍａｋ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１０）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ａｎｓ　ｔｏ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ｎ－
ｆｏｒｍ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ＬＩＵ　Ｒｏｎｇ－ｍａｏ，ＣＨＥＮ　Ｄａｎ－ｌｉｎ　·６１·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ａｒ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ｏｒｍ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ｏｎ－ｆｏｒｍ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ｆｏｒｍ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ｎ－ｆｏｒｍ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ｏａ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Ｄｕｅ　ｔｏ　ｉｔｓ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ｃｏｍｅ，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ｎｏｎ－ｆｏｒｍ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ｓ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ｉｎｃｅ　ｉｔ　ｈａｓ　ｍｏｒ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Ｏｕｒ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ｌｏａ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ｏｒｍ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ａｇｅ，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ｉｎｃｏｍｅ，ｍｏｒｔｇａｇｅ　ａｎｄ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ｎｏｎ－ｆｏｒｍ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ｒｅ　ｉｎｃｏｍｅ，ｓｋｉｌｌ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
（１１）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ＱＩＡＯ　Ｃｈｕｎ－Ｈｕａ　·６８·

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ｂｕｔ　ａｌ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ｂｏｕｔ　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ｉｃｋｅｒｙ　ｉｓ　ｎｏｔ　ｔｏ　ｄｅｎｙ　ｉ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ｂｕｔ　ｔｏ　ｃａｌ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ｒｕｌｅ，ｒｕｌｅ　ｂｙ　ｌａｗ，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１２）Ａｎ　ａｒｔ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ＬＩＡＮＧ　Ｊｉｕ　·７３·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ｓ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ｔａｉｌｓ　ａｎ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ａｒｔ．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ａ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ｔｈｅ
ｗｏｒｄ“ａｒｔｓ”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ａｒｔ”ｉｓ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ｃｅｉｖｅ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ｗｈａ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ｅｍｂｏ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ｓ　ｗｈｉｌｅ　ｗｈａｔ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ｕｎｃｈａｎｇｅｄ　ｉｓ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ｔａｓｔｅ．Ｗｅ　ｈｏｐｅ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ｎ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ｃａｒｒ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ｏｕｒ　ｏｗｎ．
（１３）Ｔｅｍｐｏ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ＩＡＮ　Ｃｈｕａｎ－ｌｉｕ　·７６·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ｗｉｆ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Ｈｏｗｅｖｅｒ，ｃａｒｅｆｕ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ｏ　ｓｌｏｗｉｎｇ　ｉｔ　ｄｏｗ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ｈｅａｌｔｈｉ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ｎｓｅ，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ｖｏｉｄ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ｍｉｎｄｅｄ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ｆａｓｔｅｒ　ｓｐｅｅｄ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ｒ　ｓｃａｌｅ．
（１４）Ｆｕｔｕｒｉｓｍ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　ｆｕｔｕｒｅ：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ｏｃｃｉｏｎｉ　ａｎｄ　Ｊｏｙｃｅ　 ＨＥ　Ｙｕｎ　·８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　ｇａｖｅ　ａｎ　ｉｍｐｅｔｕｓ　ｔｏ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ｒｔｉｓｔｓ．Ｔｈｅｙ　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ｃｅｉｖｅ　ａ　ｂｒａｎｄ－ｎｅｗ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ｂｙ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ｏｒ　ｓ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ｈｅａｒｉｎｇ．Ｆｕｔｕｒｉｓｍ　ｗａ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　ｐｉｏｎｅｅｒ　ａｎｄ

２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