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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层问题（王国刚著）

文章作者：王国刚

  这是一本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深层问题很有研究的书。上篇集中研究了中国资本市场体系的改革，下篇探讨了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热点问

题。其中作者关于在中国条件下，“规范化”有两种不同的标准——计划经济的规范化和市场经济的规范化的观点，关于应将“维护投资者权益”﹑实

行“三公原则”的视野从已入市投资者扩展到未入市投资者的观点；关于风险是伴随着发展而现成和变化，离开了“发展”，控制风险也就失去了内在

意义的观点；关于股票市场建立以来，随着股市规模的扩大，股市行政化也在同步增强的观点；关于“条条管理”下行政法规的不协调，各行政主管之

间的不协调，引致的摩擦和效率损失，增大了金融体系整体风险等观点，都十分具有新意。因而该书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推进资本市场发展的实践

上，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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