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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几乎超出了所有人最
初的想象。
这种巨大变化与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相伴而行。
中国的现状是前期改革的结果，而未来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来实现。
　　　　　　　　　　　　　　　　　　　　　　　　　　　　　　　　（一）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
，但起点和重心是经济的改革和开放。
经济改革和开放的取向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学术界又
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称为“转型经济”或“转轨经济”。
“转型”最初是史学和社会学的概念，意味着社会发展改变原来的“旧型式”，使之走向未来的“新
型式”，而这又自然蕴涵着“改变（改革）”和“确立（定型）”两重内容。
“转型”有急转和渐转两种，急转是快速的转变和快速的确立，渐转则是不断的转变和不断的确立。
中国选择了后者。
渐转的时间需要多长，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著名美籍华人史学家唐德刚把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大转型概括为两次：第一次是起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
的“商鞅变法”而完成于公元前2世纪末由汉武帝所落实的“盐铁专卖”，历时250年；第二次便是起
自19世纪中叶，这一转型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
①这是历史学家大视角的一种分析。
就当今中国的经济改革来说，转型则是特指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体制和运行机制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上来。
虽然这种转型亦需要很长的时间，但现实的社会条件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使“ 转型”和“定型”并不
是遥不可及之事。
即使转型完成，在新的型式下，调整和改善也会是不断的，且不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程中甚或更大
的转型必然还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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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金融机构改革：理论、路径与构想》一书试图从30年的中国金融改革中寻找一些带有规律
性的东西。
首先阐述了金融业作为整体的改革思想，提出了金融改革的总体构想；然后依次研究商业银行、政策
性银行、证券、保险、农村金融体系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对基本理论与大量研究成果文献进行综述外，对相关行业30年的改革作了概括性
描述和总结，根据相当充分的数据对该行业的现状展开分析，包括国际比较分析，找出面临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改革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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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能体现危机与金融改革关系的事件，莫过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全球金融危机。
在那场危机中，绝大多数金融机构未能幸免。
危机造成大量金融机构倒闭，金融市场一片萧条。
经济凋敝，失业遍地。
痛定思痛，改革当时不适当的金融体系与业务成为必然的选择。
于是，一系列新的法律出台，1933年美国的《银行紧急救助法》、《联邦证券法》、《1933年银行法
》等法律的颁布使美国银行体系和证券交易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确立了美国金融业延续近70年的基本
模式。
　　　　　　　　　　　　　　　　　　　　　　　　　　　　　　　　　　　　　　　　　　　　
　　　　　　　　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在90年代长期停滞不前，日本的银
行业因此积累了大量坏账，最终导致日本银行在90年代末的改革。
过去十年中，日本所有的城市银行都经历了至少一次重组，形成了现在的四大金融集团，并对外开放
了金融市场。
改革的结果是，银行的不良资产减少，新资本大量进入，日本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得以改善。
当日本邮政储蓄改革在国会通不过时，日本首相甚至以解散国会为手段来强制推行，这在金融改革历
史中是极其少见的。
　　　　　　　　　　　　　　　　　　　　　　　　　　　　　　　　　　　　　　　　　　　　
　　　　　　　　　　　　　现代国际金融体系一方面由于国际化进程加快，资金交易与资金流动的
量和速度都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产品创新对冲掉一些风险，使全球市场保持了
相对稳定。
另一方面，由于这种资金流动的趋利性，在缺乏有效制约的情况下，国际游资对某一市场的冲击容易
导致全球性危机。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了教训，使亚洲国家（对金融的理解还不深刻，对金融工具的使用
还不熟练的新兴市场国家）重新注视一个国家和经济体中的金融体系与金融结构问题。
而现在美国的次贷危机，会不会演变为一场冲击全球金融体系的危机，还是一个未知数。
若不是，则国际金融体系将保持相对稳定，若是，则意味着全球性金融的重组，那样，对某些国家或
机构，是否也是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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