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信用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现代信用学>>

13位ISBN编号：9787300105604

10位ISBN编号：7300105602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大学

作者：吴晶妹

页数：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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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信用学>>

前言

　　信用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与基础。
市场经济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源配置，而作为市场机制核心内容的商品交换的基本原则是建立在
信用基础上的等价交换。
随着交换关系的复杂化，整个经济活动被彼此相连、互为制约的信用关系所联结。
这种信用关系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关系维系、支持、形成市场秩序。
没有信用，就没有交换与市场，就没有经济活动存在与扩大的基础，就没有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社
会秩序。
　　信用的发展，是根植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中的。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越发达就越要求诚实守信，越要求有序的信用交易。
西方发达国家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建立了信用管理体系，形成了信用环境与信用秩序，发挥了信用
活动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
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普遍出现了信用活动快速发展的倾向和趋势。
　　我国发展市场经济时间较短，信用管理问题一直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
改革开放以来，信用问题一直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因素。
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失信”现象：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严重缺乏，企业间“三角债”屡清
不止，银行不良贷款量不断增加，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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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纵观当今世界，信用的运动规律还是经济学尚未完全认知的领域。
现代信用学就是一门既需要继承，又必须发扬，更需要探索的全新学科。
为此，本书从全新的角度揭示了信用的内涵，认为信用是获得信任的资本，可交易、可度量、可管理
，有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时间价值。
进而，本书围绕信用的三维构成、度量、社会管理、供需产业链、规模和效率以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和政府信用监管等问题，深入探索了信用的运动规律，逐步揭开了信用神秘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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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更狭义的信用，即信用是获得金融借贷交易对手信任的经济资本，主要是指在银行借贷活动中，
信用主体所表现出来的获得借贷的能力与按时还款、履约的能力。
人们通常所说的信用（即以偿还为条件的交易活动等）都属于这个范畴，这是对信用最早、最基础的
认识，它对应的是借贷市场与借贷关系，是为借贷交易双方服务的。
　　有人认为诚信、信任、信誉等都是一种狭义的信用，这是不对的。
其实，诚信是信用的构成之一，无论是广义的信用还是狭义的信用，都必须以诚信为基础；换句话说
，诚信是任何广义信用与狭义信用的构成内容之一，是信用的组成部分，是信用本身。
信任、信誉是信用的外延，而不是信用本身。
关于信任、信誉与信用的关系以及信用的外延，本书将在后文进行专题论述。
　　现代信用的三部分构成分别表现三个不同的方面，并主要体现在三个不同的社会领域：诚信，主
要体现在道德、文化领域；合规，主要体现在社会活动领域；践约，主要体现在经济交易领域。
因此，人们往往从不同的侧面认识信用，但这样只能认识某一方面的信用，由此人们感觉信用多角度
、多侧面，无法概括。
信用很难定义，就是这个原因。
　　关于信用的构成，本书将在后文进行专题论述。
　　二、信用的实质　　人们对信用的理解是多种多样的，对信用的认识与概括也是千差万别的。
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人们的这种理解、认识、概括都是对的，都阐述了信用的某一个方面，就像
我们前面所讲的，它们都说到了信用三维中的某一个维度。
然而，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哪一个维度来认识信用，信用的实质只有一个：信用是一种资本，它与人
类拥有的其他资本共同构成资本总和。
　　（一）信用是资本　　信用是一种资本，在现代社会中，资本是人们拥有的各种财富的总和。
信用是被人们最新确认的财富，是资本的新生构成。
信用作为资本存在，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是社会经济运行方式从以自然资源为主导向以知识智慧
为主导转变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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