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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6年12月11日，中国入世过渡期结束，金融业正式对外资全面开放，这是中国金融业27年改革开放
的一个“水到渠成”之举。
    回想27年前的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成为中国金融业改革的
先声。
27年来，中国金融改革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共进。
中国金融体系已经从中国人民银行集监管者和经营者于一身的“大一统”金融体系逐步走向监管机构
与被监管对象分家，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分家，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分业经营，中资机构和外资
机构同台竞争的日趋完善的金融体系。
    在中国金融业对外资全面开放这一具有标志意义的重要时刻，回顾过去27年来中国金融业的改革，
回顾其中众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于中国金融业下一步的改革和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长期从事金融领域报道的资深记者和金融行业咨询的资深专家，两位作者凭借对于中国金融业
改革的深厚了解，完成了这本试图较为全面地反映过去27年中国金融业全面变革的著作，希望能够对
广大的中国金融领域的从业者以及对中国金融改革感兴趣的海内外人士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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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利明，经济观察报社高级记者，主要从事金融领域的报道。
过去几年来，他所作的“刘明康履新 认股权归谁”、“争议戴相龙”、“300亿援手广发行”、“改
制方案几度被否 农行股改遭遇了什么”等报道以及“谁在反对银行业对外开放”、“‘行政式换帅’
凸显改革盲区”等评论在金融业界产生过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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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金融现代化为何如此艰难?(陈志武)前言序章 金融变革的几个重要时刻  第一节 1979：金融体系改革
的先声  第二节 1984：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央银行  第三节 1994：从国有专业银行到国有商业银行  第四
节 1998：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第五节 2002：应对中国入世的挑战第一章 监管之变——从混业到分业  
第一节 2003年以前的中国人民银行  第二节 中国证监会与证券机构监管  第三节 保险业监管与中国保监
会  第四节 中国银监会  第五节 2003年以来的中国人民银行  第六节 监管协调与再监管机制第二章 银行
业之变——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  第一节 国有银行体制的演变  第二节 股份制银行的三次发展  第三节 
从城市信用社到城商行  第四节 政策性银行的建立与变革  第五节 农村信用社改革第三章 国有商业银
行改革  第一节 1998—2002年的国有银行改革  第二节 资产管理公司与不良资产处置  第三节 国有银行
的股份制改造  第四节 汇金公司的角色  第五节 建行股改  第六节 中行股改  第七节 工行股改  第八节 农
行改革前奏第四章 股份制银行的改革试验   第一节 股份制银行：形似神非的探索  第二节 交通银行二
次股改  第三节 新桥入主深发展  第四节 广发行重组  第五节 招商银行经验  第六节 民生银行经验第五
章 外资银行在中国  第一节 人世前的外资银行  第二节 入世之后对外资银行的开放  第三节 参股国内银
行  第四节 汇丰的中国生意第六章 金融控股与综合经营  第一节 金融机构经营的分分合合  第二节 中信
控股  第三节 金融控股公司众生相  第四节 “银行号”基金公司启航第七章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第一
节 整顿金融秩序   第二节 信托业的发展与整顿  第三节 广信破产  第四节 清理整顿城市信用社  第五节 
金融安全网与金融机构破产第八章 金融法治化参考资料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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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金融业的光荣与梦想　　　新闻记者偏爱记录历史，这似乎是一个传统，也是新闻从业者的
职业本分。
美国名记者威廉·曼彻斯特所著的《光荣与梦想》影响了许多中国新闻人，该书中文版问世二十多年
来，国内模仿者众。
当然，中国新闻人模仿曼彻斯特，大多取其形式，而内里无法简单复制。
在时空条件皆发生变化之后，曼彻斯特的中国同行用他们自己的眼睛，观察某一截断面下的时政或商
业的历史。
这其实已经超越了模仿，成为新的创造。
　　我不知道财经记者李利明先生是否受过曼彻斯特的影响，但他和他的写作伙伴曾人雄先生不久前
完成的《1979-2006中国金融大变革》，正符合曼氏那本名作的主要特征：记录某一个时间段落里发生
的故事。
或许，“故事”这个词并不准确，因为在李、曾合作的这本书里，我们看不到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即便重要金融人物的出场，也是为那一段历史里所发生的金融事件服务的。
不过，情节却颇为耐读。
原因很简单，27年间中国金融的变革历史，正是波澜壮阔的中国整体变革的组成部分。
伟大的史诗当然是由细节动人的章节构成。
　　　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中国商业金融机构，恐怕连真正意义上的银行都算不上，可是到21世纪初
期，中国银行业已经全面向外资开放，其自身的国际化进程也在快速推进中，如此急剧的变革何以能
够在短短的时间里发生、阶段性地完成的？
回答这个问题，确实需要对27年来的金融变革历史作全景式的记录和梳理。
否则，世人实在难以窥探这一段迅速而深刻的变革的全貌。
　　　李、曾两位作者的努力，其实正是为了梳理这个变革历史的主要脉络。
在整个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迅速转轨的大背景下，金融业的变革亦是无可回避的命题。
从传统金融走向现代金融，从大一统的金融走向分业发展与监管，从单一依赖国家信用的金融走向金
融市场化、法治化，这幅巨型的变革图景远非“宏阔”与“进步”等词汇所能涵盖。
正因为在进步的征途中，还有着迂回的路径；在整体悦耳的乐章里，还藏着不和谐的音符，故此，27
年的金融变革全貌的描绘，需要深入与细致。
　　　不用说，两位作者是颇下了点苦功夫的。
史料的收集是一件繁琐而浩大的工作，没有热情和毅力很难完成。
27年金融业的变革历程当中，头绪多，环节多，问题多，这既给了记录者丰富的写作资源，也提出了
一定的挑战。
而在历史的河流里，很多时候，惊天动地的大事往往掩藏在不起眼的琐事当中，需要用慧眼去识别和
判断。
这不仅关系到整部著作的框架搭建，更涉及到如何以丰盈的血肉去充实骨架。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资料的收集，并不能仅仅靠案头工作，而必须通过作者与历史事件的当事人面对
面的沟通与访问，去获得第一手的材料以及对当时特定情景的感受。
27年的金融变革史刚刚成为过去，很多宝贵资料需要有人来做梳理，从而能够保留下来。
　　　细观全书，我以为，这本著作的优点之一，便是两位作者确实深入了解了变革过程的核心，并
准确抓住了金融变革的一些历史枢纽点。
这本书，名为“金融大变革”，实际上，重点还是落在银行业的变革上，而对证券、保险等领域着墨
不多。
做这样的选择，我猜想作者是有意为之的。
一者，在过去一个阶段里，银行业无疑是整个金融领域最重要的一支，把重点放在银行业的变迁上，
是对主轴的把握；二者，新生的证券市场等方面，目前已经有了一些回顾性的作品，无论是描述或是
分析，都较为深入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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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作者在银行业的变革方面用力最多，对监管之变、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股份制试验、外资银
行进军中国，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探索等，做了较为全面的记录。
显然，把握好这些历史枢纽点，对于清晰理解27年来金融业整体的变革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再观之，这部变革史体现出记者型写作的鲜明特征。
尽管书中作者主观的议论文字很少，但并不意味着全书只是对过往所发生事件的简单记录。
作为一个经常深入新闻现场的财经记者，李利明忠实地发挥了记者博采众长的特点。
细心的读者从散落在全书中的那些重要金融人物的言谈里，当能读到这场金融大变革背后必然的历史
逻辑，有心者也会从史实与财经人物的评述中，加深对变革过程的理解与感悟。
　　如果要挑剔的话，这本书在写作上总体感觉仓促了些。
作者走进了史料，但并未完全走出史料。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作者的叙述是拘谨的，更多的是简单依赖于已有的信息和史料，但缺少精致的
加工过程。
另外，文字的不够精练，文笔的不够生动，多少影响了本书的质量。
这不能不说是一点遗憾。
　　　27年，其实是很短暂的历史。
应该看到，27年期间里中国金融界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一场完整的变革。
只能说，这场变革已经拉开了帷幕。
在金融改革推进到第28个年头的时候，在美国次贷危机阴霾不散、华尔街许多金融机构遭受重挫的背
景下，我们的耳边听到的，则是中国金融安全与金融机构国际化等更具时代色彩的词汇。
或许更精彩的金融故事，留给了未来。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1979-2006中国金融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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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