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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论文集，书中收集了笔者自1992年以来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有代表性的论文、研究报告，共
计62篇，其中绝大多数都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过。
    1992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年初去南方视察期间，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推动了我国经济体
制改革取得重大的理论突破。
“市场经济”一词，从此不再被看做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名词；并且在加上冠词“社会主义”
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方向出现在官方正式文件中。
此后，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也就定位于建立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金融”体制。
    笔者曾长期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行的研究部门，研究的基本方向是：货币政策、金融体制改
革和改革的基本理论问题。
笔者一直支持拥护市场取向的改革，并且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诠释为“现代市场经济”
，也就是经济运行以自由企业、自由市场为基础的，有着较为完善的法制与国家宏观调节的，能使社
会贫富差距控制在“适合”范围的经济制度。
同时，笔者也支持我国的改革走渐进式道路。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l992年以来，笔者努力从实际情况出发，潜心研究，努力为决策部门服务，努力
呼吁、推动促进金融体制逐步迈向市场金融。
鉴于此，本书定名为：《金融体制改革：走向市场金融》。
    收入本书的文章都是当时金融改革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因而，由本书可以约略地看出l992年以来我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变革历程。
比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历程、农村信用社改革历程、证券市场发展历程，等等。
其中有的文章还具有良好的历史资料性。
如《浙江省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
《金融体制改革推进思路比较》、《加速地方金融业健康发展的对策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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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杨凯生同志的《深化金融改革的几点设想》一文（见1992年4月27日《金融时报》，下称杨文）不
无真知灼见，读后教益颇深。
但是，对于其中“要增大银行与企业的利益相关程度、允许银行对一些企业集团与大型企业直接投资
”的观点，笔者实难苟同。
　　‘第一，目前我国尚不具备允许银行向企业直接投资的客观条件。
杨文中，允许银行向企业投资的依据是：“银行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中介人'。
银行资本是可以和工业资本相融合的。
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也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银行”。
这种见解本身并无不妥，只是杨文没有看到另一个重要的方面。
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融合，是具有独立产权的银行资本与具有独立产权的工业资本的融合；而我国
目前的专业银行与工商企业均还不是真正的企业，都不具有独立的产权。
也就是说，我国目前还不具备产生金融资本的客观条件。
目前应当努力将企业推向市场，使其成为完备的市场主体；努力使专业银行企业化，从“资金供给者
”变成真正的“信贷中介人”。
做到这一步后，才能考虑允许专业银行向企业投资的问题。
　　第二，目前银行与企业的利益相关程度已经过大，弊端甚多，应当努力缩小而不是增大银企利益
相关程度。
目前，国营企业定额流动资金中的银行贷款比重已达90%左右；多数企业的全部资金来源中，银行贷
款比重超过50%，个别企业甚至超过80%。
国外银行贷款占企业资金来源比重最髙的日本，也不过1/3 （1955—1964年为32. 8%）。
显然，我国银企利益相关程度太大。
这已带来严童 不良后果，一则，阻碍了工商企业和银行的企业化。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融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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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