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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发动了被称为“大爆炸”式的金融改革，烈度和深度是日本金融史上
空前的。
其中，银行业的兼并与重组尤为壮观。
尽管这种空前剧烈的兼并和重组是伴随着动荡、痛苦，乃至血泪而展开的，但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以后，日本银行业开始摆脱困境，步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其银行业与我国的国有大银行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但是，在以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框架，政府主导型不完全竞争金融体系等方面，中日两国有不少相像
之处。
这就使得研究、借鉴日本银行业在“大爆炸”式的改革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借鉴了日本很多经验。
尤其是中国根据入世承诺，在2006年全面地开放了金融市场。
在此新形势下，中国金融改革的滞后性日益凸现，如何快速提升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成
为十分紧迫的课题。
基于上述想法，笔者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笔者殷切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能够帮助读者系统了解泡沫经济破产后日本的银行业发展总体轮廓，
把握其改革的取向与进程。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的银行兼并与经营>>

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的切入点是日本都市银行在“金融大爆炸”中的兼并与重组。
本书的分析与叙述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
    第一个层面是对日本的银行业兼并重组的进程和特征的回溯，以及对在大兼并中形成的三大金融集
团的历史描述。
    日本的银行发展史是聚合与兼并的历史。
20世纪90年代后期启动的超级银行大兼并形成的三大金融集团鼎立的新竞争格局打破了日本金融界的
传统力量格局，预示着日本银行业未来的竞争将会越演越烈。
    在本书第一章中，笔者对战后银行大兼并的进程及其特征，分阶段进行了归纳、概括。
    本书第二～第四章按照三井住友金融集团、瑞穗金融集团以及三菱日联金融集团组建的时间顺序，
对其发展进程作了历史性追溯，概括分析了兼并后的三大集团的整合情况，以帮助读者深入解读当前
日本银行业的整体轮廓。
    笔者认为日本银行业的两元结构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大金融集团之间的超巨型化兼并浪潮中
，被成倍放大，日本银行业整体结构的不平衡状态进一步加剧。
这种失衡结构与日本金融市场竞争化的改革目标之间的矛盾为日本政府、学界以及银行本身留下了思
考与研究的空间。
    第二个层面是对日本超巨型金融集团诞生的过程及其合理性的分析。
    本书第五～第七章以现今日本的最大银行——三菱日联金融集团为例，分析了在超大型金融集团诞
生过程中政治权力和市场力量是如何相互交锋的。
从而为读者深入了解当前日本银行业“三强争雄”格局的内在合理性及其对外冲击力提供了线索。
    第三个层面是对日本的银行大兼并内外因素的解析。
    本书的第八、第九章分析了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浪潮、泡沫经济破产、美国的政治压力等国内外
因素对日本银行业大兼并的影响与作用。
通过深入分析各种因素的相互联动关系，对日本银行业的生态环境作了全景式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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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日本银行业的大兼并　　日本的银行发展史是聚合与兼并的历史。
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启动的大爆炸式金融改革中，主导日本银行业的都市银行由1996年的10家相继兼
并重组为三大金融集团。
这一新格局，不仅打破了日本经济、金融界传统的力量对比，而且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新的变数，
预示着日本银行业和国际银行业未来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更加残酷。
　　第一节　大兼并的进程与特征　　世界银行业的发展史同样不外乎是兼并发展的历史。
纵观世界所有知名银行，无一不是通过不断兼并实现了扩大经营范围、增强竞争实力、提高知名度的
目的，跻身世界大银行之列的。
日本银行业发展同样也遵循了这一进程。
　　一、大兼并的动能　　1971年和1973年，都市银行谋求生存的大兼并催生了第一劝业银行和太阳
神户银行。
这次兼并是源于这一时期决定都市银行未来命运的若干要素的胎动加速所致。
即世界金融自由化、国际化不断推进的影响，以及内外金融竞争日益激化产生的危机感是导致都市银
行选择兼并的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促进日本都市银行大举兼并的另一要素则是来自日本金融当局的表态。
1999年3月日本政府为稳定金融动荡局势，决定向几家代表性都市银行注资。
金融再生委员会借机公开表示日本的银行数目过多，从事国际性业务的银行只需3～4家即可。
这番敦促重组合并的发言表明了日本大银行的大股东——政府对银行改善效率的意愿。
此外，在日外资证券公司的分析家也频频发表言论，说“在日本的银行中，最终能够生存下来的只有
四家”等等。
尽管提出如此具体数字本身并无根据，但这种巧合表明，在政府依然拥有控制权的日本的银行体制下
，无论是对银行界，还是金融市场，乃至民生社会，监管当局的上述发言的威慑力不言自明。
日本金融当局敦促银行实施兼并的真实动机可归纳为三点：第一，兼并有助于金融体系的稳定化；第
二，通过兼并催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银行符合国家利益；第三，面对金融业的不断衰退，通过兼并可
以确立少数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支配地位，形成便于援助大型银行和金融机构、提振日本金融业国际竞
争力的金融行政。
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为了摆脱经济和金融萧条的困境，出台的金融体系“大改造计划”的真实目
的也在于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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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的银行兼并与经营》研究的切入点是日本都市银行在“金融大爆炸”中的兼并与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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