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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与银行发展》

内容概要

《制度变迁与银行发展:中国银行业市场化进程研究(1978-2003)》采取纵向过程描述和横向截面考察的
纵述横陈的研究方法，总体呈现纵横交错的格局。纵是以时间为线索的骨架，总体描述了1978-2003年
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并深入地论证了这个过程。从横截面来看，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最直观的表现
就是经济组织的改革，即对旧组织的改革和新组织的创造；其次是重点凸现微观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
方式的转换；再次论述了政府和企业行为的变化；最后用现代制度理论对之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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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本书写作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三、理论依托与研究方法
四、本书的思路、框架以及创新之处
第一章 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起点及改革的酝酿(1978-1984)
第一节 “大一统”银行体制的形成与特征
一、建国初期的银行体系
二、高度集中的银行体系
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对银行制度的理论探讨
一、关于银行性质问题的探讨
二、关于银行的职能、作用和地位问题的探讨
三、关于商业信用问题的探讨
第三节 单-狭隘业务制度的突破与扩展
一、突破禁区，扩大银行信用活动范围
二、国营企业流动资金管理体制改革后银行信贷的变化
三、信用形式的多样化发展
第四节 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现实起点：二元制银行制度
一、“大一统”银行组织制度的裂变与分离
二、中央银行制度的初步建立
三、国有专业银行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四、改革初期二元银行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二章 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逐步启动：体制松动与机制转换(1985-1988)
第一节 中央银行职能及金融宏观调控模式的转变
一、关于中央银行制度认识的进展
二、宏观调控机制的市场化起步
三、信贷资金管理体制的市场化转向
第二节 专业银行企业化改革的探索
一、专业银行企业化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二、专业银行企业化的理论探讨
三、扩大专业银行经营自主权，推进企业化改革
四、专业银行企业化改革难以推进的体制原因
第三节 中国银行业机构体系多样化发展
一、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交通银行的建立
二、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建立
三、建立非国有商业银行制度的意义
四、外资银行的引入
五、中国银行市场竞争局面的初步形成
第三章 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矛盾集结：行政干预与市场化的摩擦(1989-1993)
第一节 中国银行业的职能定位：银行杠杆替代财政杠杆
一、金融主导型储蓄投资转化机制的确立与国民收入流程
二、“弱财政、强银行”局面的出现
三、功能的转变
四、改革风险的转嫁
第二节 中央银行宏观调控机制的两难选择
一、中央银行宏观调控手段的完善：从单向调控到双向调控
二、中央银行职能弱化和功能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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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专业银行企业化经营的继续探索及所面临的困境
一、专业银行企业化经营的继续探索
二、专业银行改革的滞后及其后果
三、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滞后局面形成的逻辑
第四节 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内在阻力
一、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的内在冲突
二、银行间低效的竞争
第四章 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调整：建立商业银行体系(1994-1997)
第一节 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发展的政策推动
一、历史背景：制度环境和新的研究视角
二、政策的转向——大力发展市场化金融制度
第二节 从国有专业银行到国有独资“商业化”的转变
一、关于国有商业银行的理解
二、组建政策性银行，推动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
三、专业银行转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调整
第三节 中国人民银行的重新定位与市场化调控机制的发展
一、对中央银行制度的进一步思索
二、中央银行市场化调控思想的发展
三、中央银行职能的重新定位
四、市场化调控手段的发展
五、市场化金融监管工作的起步
第四节 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顽疾与难点分析
一、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的金融体制落后于银行业市场化进程
二、国有银行商业化进程缓慢
三、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步伐缓慢
四、宏观金融调控，金融监管手段落后
第五章 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模式：现代银行制度(1998-2003)
第一节 开放条件下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外部环境变化
一、亚洲金融危机的启示：健全银行制度
二、加入WTO对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促进
三、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宏观环境的初步建立
四、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良好运作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第二节 中央银行市场化管理框架的基本形成
一、强化独立性的中央银行组织制度的调整
二、中央银行市场化调控机制的确立
三、建立新的现代监管体系
第三节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目标的选择：现代商业银行
一、现代商业银行的基本特征
二、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的提出
三、国有商业银行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的必然性
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难点问题的逐步解决
五、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
第四节 中国多元化银行体系的形成
一、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兴起
二、开放中小型民营银行
三、外资银行成为中国银行业的一员
四、银行业股权结构的变化
五、中国银行业“体制外增量变革”的经济分析
第六章 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绩效评价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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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特征
一、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非帕累托改变”特征
二、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渐进性
三、中国银行业制度强制性变迁与“正向交替”的转换
四、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滞后性
第二节 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绩效分析
一、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与银行绩效
二、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与企业融资绩效
三、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与政府绩效：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
四、对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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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高度集中的银行体系　　在“一五”计划时期进行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中，中国按照“苏联模
式”构建经济管理体制，与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相配套的金融体制，自然是一种计划金融模
式。在高度的计划管理下，国家对金融实行严格的直接控制和管理，金融业实行的是一种单一的、高
度集中和“大一统”的金融制度框架，其主要特征如下。　　第一，社会经济资源包括各部门所需货
币资金都由国家统一配置，缺乏市场化金融交易制度的基本条件和机制，国家对银行业实行集中的行
政控制和计划管理，信贷资金实行统收统支、统存统贷，计划与资金合一，银行部门实际上充当了总
出纳的角色，附属于财政体系。极端的表现形式是“文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与财政部合并（合署办公，对外两块牌子），分支机构也并入同级财政机构，成为财政和计划工作的
“记账、出纳部门”。直到1977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才作为国务院部委一级单位与财政部门分设
，自1978年1月开始分开办公。　　第二，金融制度高度集中，一切信用集中于国家银行，排斥其他信
用关系和融资渠道，如在对资本主义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商业信用大为萎缩，只局限于对外
贸易中部分出口商品的预购定金和供销社的农副产品预购定金。信用的高度集中使新中国的金融制度
十分单一，以公有产权结构为基础的国家银行垄断了全国的货币发行、金融管理、存款、贷款等业务
。银行的业务经营采用行政管理的方法，货币供给和信贷规模由中央政府安排确定，并将指标分解，
层层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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