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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河南经济史》

内容概要

《现代河南经济史》讲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史研究空前活跃的当今，全面系统地研究河南经
济史，深入探究河南经济发展的轨迹，探索河南经济演变的规律，总结河南人民建设河南的成败得失
，展望河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客观评价河南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历史地位与重要作用，是
解读中国经济发展史的一把钥匙，’是完善中国经济通史乃至中国史的必要环节，对深化中国经济史
研究和河南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是深入剖析中国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等上层建筑层
面诸问题所急需的。同时，可以为当代河南经济的发展、实现中原崛起、建设中原经济区提供历史坐
标和经验教训，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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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章 中原崛起：河南经济发展特色与优势（2000～2009） 第一节 区域经济发展 一、区域经济梯度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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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河南经济史》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证券回购 证券回购是近年来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的一项融资业务，并不断得到创
新发展。它的基本作法是，债券持有人在急需流动资金而卖出一笔债券时，与买方签订协议，约定一
定期限和价格买回这笔债券。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以证券作抵押的拆借行为。参与证券回购的单位
主要是证券公司及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信用社、国债服务部门和少量企业。1994年以来，河南证券
回购业务发展较快，共有80多家金融机构参与了证券回购业务。到1996年10月，全省证券回购业务交
易总量约为96.8亿元。其中回购约45.3亿元，占交易量的46.82％；返售量为5 1.4亿元，占交易量的53.1
8％。回购业务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如使金融机构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资产的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
性的统一，实现资产的结构多元化，对企业来说获得了资金来源或在资金充足时对其作出最有效的安
排。但由于回购业务投机性和短期资金长期占用性，河南的回购业务也存在着与全国市场一样的问题
。 3.同业拆借市场 同业拆借市场是我国货币市场中最大的市场。我国货币市场一开始就主要是资金拆
借市场，它是银行之间的多余头之间的相互融通。通过拆借，一方面使资金盈余的银行获利，另一方
面使资金头寸不足的银行及时借入资金，保持了资金的流动性。我国银行间的同业拆借是1984年起步
的，到1990年我国除西藏外各省、市都相继建立了资金拆借中心，形成了以大中城市为依托的全国范
围的跨系统、多层次的资金融通网络。由于1992年至1993年经济过热，一些金融机构超负荷拆借以及
拆借资金流向房地产和证券投资，助长了通货膨胀，因而自1993年6月起国家采取措施清理违章拆借，
撤销了一些不合法机构。到1996年4月，省以下的大多数拆借中介机构被撤销，每省只保留一家拆借市
场。河南省的同行业拆借市场，由省人民银行牵头主办的融资中心，吸收省内工、农、中、建、交、
广发、投资银行等省级银行参与拆借，在开封、洛阳等十几个地市设立了代办机构。拆借中心利用人
民银行系统的电子联行设备加快了资金拆借的速度，规范了拆借行为，促进了银行之间短期资金融通
，增强了银行资金的流动性。 （三）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建设是完善金融市场的重要内容，河南资本
市场有所发展，其中债券、证券、期货有较大的发展。1990年之后，企业债券市场有所发展，企业发
行债券按照每年国家下达的额度，“八五”期间累计发行17.07亿元。通过企业发行债券，打破了企业
单独依靠银行借给资金的旧的筹资模式，对重点企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自80年代开始搞股份制企
业以来，到1995年底全省已有股份公司4，034家。其中股份有限公司247家，有限责任公司3787家。总
股本达167亿元，国家股占60％～70％。2000年底，河南省A股上市公司达24家；上市公司流通股市价
总值382.69亿元，增长91.0％。全年通过股票市场直接融资21.41亿元。通过股份制改革，股份制企业明
晰了产权，转换了经营机制，扩大了筹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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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河南经济史》

编辑推荐

《现代河南经济史》所讲河南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发展的渊薮，河南经济的变迁历史，无疑是中国
经济史尤其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曲折复杂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中国经
济发展史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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