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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时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已经成为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中国金融
业的不断改革，锐意进取，更是谱写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发展篇章。
中国金融要做大做强，支持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需要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金融理论奠
基，并不断地、与时俱进地指导中国广泛的金融改革实践。
　　开发性金融是把先进的金融原理与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有效解决经济社会发
展中物质与制度“瓶颈”制约的重要力量；是在国家开发银行从事开发性金融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探
索创新，从实践中总结而来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用融资推
动信用建设、市场建设和制度建设，实现政府发展目标的一种有效的路径选择。
不同于传统的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金融，开发性金融主动地运用和依托国家信用，将政府的组织优势与
金融机构的融资优势相结合，创新性地构建了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新基础性平台和支柱，使政府和银
行的关系不再是互相分离、冲突和力量抵消，而是形成合力和信用的有机连接。
这是建设市场的中国方式，既有利于增强经济活力，又有利于支持宏观调控见到实效，从金融发展的
整体上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要求金融业进一步发挥融资优势，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面临着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产业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
护、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对外开放与“走出去”等一系列新形势新任务，开发性金融已经并正在贡献
着其特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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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新的视角对开发性金融理论进行了梳理总结与分析阐述，并以此为基础，对我国三家政策性银
行的改革与职能调整展开探讨。
从中国经济金融改革的现实出发，对开发性金融实践进行系统的定性与定量分析，概括和提升出具有
中国特色的开发性金融原理，填补我国金融理论中关于政策性金融发展的空白，从而使这一领域的研
究向前迈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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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也带来了金融全球化
问题，导致金融市场激烈竞争。
这种趋势在90年代更加明显。
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纷纷变革金融政策，重组金融机构。
在这一浪潮的冲击下，政策性银行经历了洗礼，并发生了深刻变化，其表现如下：（1）一些政策性
银行被兼并，另一些因经营不善难以为继而被迫关闭。
（2）一些完成了历史使命的政策性银行转化为商业性金融机构或全能银行。
如新加坡发展银行，自70年代起在业务多样化过程中，开始扩展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包括
证券经纪、资金管理、保险及其他专门服务；90年代通过在东南亚和香港地区的并购活动向区域性银
行扩展，今天的新加坡银行更像一个全能银行。
菲律宾发展银行也在1989年完成重组后转变为商业银行，其业务范围也逐步转向支持私人部门。
（3）一些政策性银行继续保留下来，但其业务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或重组。
一些明智、有远见的政策性银行已经意识到，要想继续发挥作用，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措施以适应新
的环境变化，发挥资金投向的先导作用。
　　到了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混业经营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各国政策性金
融都在法律允许和政策框架内逐步扩展业务空间，增强生存能力，加强国际交往，实施一种开放性战
略。
这种开放性倾向主要表现为：在国内市场上，加强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联系，对商业性金融具有强烈
的诱导作用；在国际市场上，加强与国外同类机构的联系，加大从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力度，从而在
更广阔的范围内利用国际金融资源。
这种强烈的开放性倾向的重要结果是把商业金融资源巧妙地转换为政策性金融资源，把国际金融资源
巧妙地转换为国内金融资源，从而对本国经济和贸易政策的执行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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