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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杠杆调整与风险管理》延续《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理论、方法与
风险评估》的分析框架，重点分析了2012～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轨迹，旨在深入揭示稳
增长、调结构、转方式与控风险过程中面临的挑战，特别关注杠杆率调整与相应的金融风险管理问题
，并对如何化解资产负债表风险提出了政策建议：根本出路在于通过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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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多问题言简意赅 不乏很多深刻逻辑。地方杠杆转移中央，企业杠杆世界第一，高储蓄 养老金缺
口 改革 等等问题会有一个宏观清晰的解释。
2、这本书的结构依然也是三编。第一编为总报告，导论、国家资产负债表、主权资产负债表、全社
会杠杆率；第二编依然分为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非金融企业、居民、金融部门、中央银行、对外部
门等七个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分析；第三编是相关专题，主要是养老保险和“市政债”两个内容。
在2013年报告的既有成果和结论的基础上，这一本书的内容得以精简许多，而且结构上也进行了优化
，把编制资产负债表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细节放在了附录中，成果和结论的展示更加直接。
3、工具书而已，数据罗列不少，分析不足，缺乏深度，不过这也就是国家资助的大项目。
4、（1）不管数据有多差，但是总算是把数给算出来了，不容易+0.5分；（2）难为李扬没法深入分析
，因为数据条目的解释就费太多精力和时间。希望统计局、财政部能渐次公布明细，毕竟学者都拼老
命做到这种程度，再不公布就是故意拖延了。
5、好吧，学习了，至少知道了些技术框算方法。到底准确与否？权威性如何难以判断。2016年6月
6、数据很多，很好的参考
7、在债务风险的视角下通览了一遍。我对该条目描述做过更新。|| 2015.12.13又通览了养老保险缺口的
专题。

Page 6



《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