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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使网络银行成为全球银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网络银行改变了银行的经营理念和营销模式，让消费者感受到崭新的与时代脉搏同步的服务理念。
网络银行的快速发展也向我们提出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更高要求。
　　本教材是一部系统、全面地介绍网络银行运行及其原理的教材。
本教材的编写目的在于为社会培养既熟悉金融业务又掌握一定IT基础知识的复合型金融人才，满足社
会对复合型金融人才培养的需要。
本教材适用对象为高等院校财经类专业本科生，同时也可以作为计算机相关专业教学的辅助教材。
　　本教材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系统地介绍了从银行电子化到网络银行的发展脉络及其发展趋势
；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系统地讲述了网络银行的IT技术基础，网络银行是传统银行与IT技术相结
合的创新产物，网络银行与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密不可分，学习网络银行必须首先了解IT技术，这
一部分分别介绍了计算机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计算机网络、数据处理技术及数据库系统、网络数据
传输等；第五章介绍银行电子化系统，网络银行是在银行电子化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与衍生，由此，
学习网络银行要从银行电子化起始，本章对银行电子化网络和电子化处理系统作了详细的介绍；第六
章、第七章、第八章讨论网络银行的运行实务及其原理，依次对电子商务、网上交易和网上支付、电
子货币、网络银行业务以及网络银行的安全防范技术进行了系统的阐述；第九章讨论网络银行的建立
和网络银行系统的开发，通过本章的讲述，使读者对网络银行的运行原理有更进一步的理解；第十章
从网络银行内部、外部两个方面探讨网络银行的风险及保障安全运行的管理与监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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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以电子商务为核心，介绍了网络银行的产生、现
状与发展趋势，网络银行的支付工具及其运作过程，网络银行的业务类型与营销模式，网络银行服务
的经济特性与定价策略，网络银行的开发设计与运行环境维护，网络银行的安全技术保障措施，网络
银行的监督管理与风险防范等知识。
    本教材可供高等学校金融专业、电子商务专业教学使用，也可供金融系统员工业务培训及自学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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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网络银行与银行电子化    　第一节　银行电子化及其历程    一、银行电子化的产生与发展    
二、银行电子化系统的分类    三、银行电子化系统的特点　第二节　银行电子化发展趋势    一、发达
国家银行电子化的现状    二、我国银行电子化的现状    三、我国银行电子化的发展趋势　第三节　银
行网络与网络银行        一、银行网络    二、网络银行    三、网络银行的发展概况　第四节　  网络银行
与传统银行    一、网络银行的特征    二、网络银行的功能        三、网络银行的优势    四、网络银行对传
统银行的影响第二章　  网络银行与电子计算机　第一节　计算机系统概述        一、计算机系统    二、
通信系统    三、计算机网络系统　第二节　计算机硬件系统        一、中央处理器    二、存储器    三、输
入输出设备　第三节　网络银行硬件系统    一、网络银行的资源子网    二、网络银行的通信子网    三
、网络银行专用设备　第四节　计算机软件系统    一、系统软件    二、应用软件　第五节　网络银行
软件系统  　一、网络操作系统  　二、数据库系统  　三、应用系统第三章　  网络银行与计算机网络
　第一节　网络概述    一、网络的产生    二、网络的发展    三、网络的基本功能    四、网络的组成    五
、网络的分类    　第二节　开放式系统互联    一、0S1参考模型概述    二、0S1参考模型的分层结构与功
能分析　第三节　TCP／IP与Web应用  　一、URL分析  　二、HTFP协议分析  第四节　网络在金融系
统中的应用    一、银行系统的局域网应用    二、银行系统的广域网物理模型    三、中国国家金融网络
建设第四章　网络银行与数据处理技术  第一节　数据与数据处理    一、数据    二、数据处理    三、金
融数据处理的特性　第二节　数据组织    一、数据组织的层次⋯⋯第五章　银行电子化应用系统　第
六章　网络银行与电子商务第七章　网络银行业务第八章　网络银行与安全技术　第九章　网络银行
开发设计　第十章　网络银行监管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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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业务处理自动化为目标，开发了许多业务应用系统，这一阶段主要还是以计算机替代手工操作为
主，进一步在大中城市推广应用各类柜台业务处理系统。
各商业银行纷纷引进一大批更高性能的计算机主机，用以扩大业务处理范围、增强业务处理能力，并
在此基础上分别建立自己的联网系统，实现了本行系统内活期储蓄的通存通兑。
计算机被广泛应用于门市业务、资金清算、银行计划统计、信贷管理等各项业务，基本实现了各专业
银行以及各营业网点之间的业务联网处理，摆脱了手工处理的落后状况。
中国银行于1985年率先加入了SWIFT，使国际清算在我国的银行信息系统中也得到了实现，银行电子
化初具雏形。
　　第三阶段：发展创新阶段。
90年代中期至今，是我国银行电子化建设发展的高潮，不仅体现在计算机数量规模的扩大上，而且还
体现在网络框架建设的统一性和标准性上，更主要的是在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极大的拓展。
在这一阶段初步搭建起了中国银行电子化、信息化的基础框架，逐步形成了安全、高效、规范的银行
电子化服务体系，基本实现了业务操作的计算机化、支付结算的电子化、信息处理的网络化以及管理
和办公的自动化。
同时不断完善业务的集中处理，利用因特网技术与环境，加快金融创新，逐步开拓网上金融服务，包
括网上银行、网上支付等。
　　1991年4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卫星通信电子联行系统的正式运行，标志着我国银行电子化运行进入
了网络化时代，一些大中城市还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自动化同城票据交换系统，有以大中型机为处理中
心的集中式网络，也有以小型机为中心并将各独立营业网络互连而成的分布式网络。
继中国银行之后，各大商业银行也纷纷加入SWI丌，大大提高了资金清算和国际结算的质量、速度和
水平。
此外，随着应用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级网络系统愈加成熟完善，各行纷纷推出了90年代国际流行的自
助银行、电话银行及网络银行等新型银行服务形态。
商业银行电子化运营的网络化以及从注重替代手工转向注重增强服务、产品创新是这一阶段的基本特
征，也是现阶段和今后发展的主流趋势。
　　综观我国电子银行的发展历史，尽管我国电子银行建设起步较发达国家晚了近20年，但发展迅猛
。
虽然我国在银行电子化建设的规模和应用深度上同发达国家还存在着一些差距，但就应用广度而言，
则与发达国家基本相当。
　　二、银行电子化系统的分类　　银行业务涉及的范围广、人员多、信息量大，各业务之间联系密
切，关系错综复杂。
银行电子化系统是一个综合性、多功能的庞大系统，它的开放性、多重性和服务性决定了它的复杂性
，银行电子化系统不是一个全面集成的包罗所有业务的系统，而是根据不同的业务要求、不同的业务
性质构架不同的系统功能，因此通常由多个拥有不同侧重点的子系统构成。
　　在国外，传统的商业银行电子化系统主要分为零售银行业务系统、批发银行业务系统和信用卡业
务系统。
零售银行业务系统面向个人和规模较小的商业客户，主要处理临柜、ATM、电话银行以及小额支付等
，该系统客户量大、账户数多、交易金额小、实时性要求高，因此，建立的系统必须达到高效率、高
存储容量和完备的渠道结合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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