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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风险管理》

前言

　　随着全民终身学习型社会的不断建立和完善，业余成人（网络）学历教育学生对教材的质量要求
越来越高。为了进一步提高成人（网络）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依据西南财经
大学成人（网络）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成入学习的特点及规律，西南财经大学成人（网络）教育学院
和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共同规划，依托学校各专业学院的骨干教师资源，致力于开发适合成人（网络
）学历教育学生的高质量优秀系列规划教材。　　西南财经大学成人（网络）教育学院和西南财经大
学出版社按照成人（网络）教育人才培养方案，编写了专科及专升本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
主干课和部分.选修课教材，以完善成人（网络）教育教材体系。　　由于本系列教材的读者是在职人
员，他们具有一定的社会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个性化学习诉求突出，学习针对性强，学习目的明确
。因此，本系列教材的编写突出了基础性、职业性、实践性及综合性。教材体系和内容结构具有新颖
、实用、简明、易懂等特点；对重点、难点问题的阐述深入浅出、形象直观，对定理和概念的论述简
明扼要。　　为了编好本套系列规划教材，在学校领导、出版社和其他学院的大力支持下，首先，成
立了由学校副校长、博士生导师丁任重教授任主任，成人（网络）教育学院院长唐旭辉研究员和出版
社社长、博士生导师冯建教授任副主任，其他部分学院领导参加的编审委员会。在编审委员会的协调
、组织下，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制定了我校成人（网络）教育教材建设规划，明确了建设目标
，计划用两年时间分期分批建设。其次，为了保证教材的编写质量，在编审委员会的协调下，组织各
学院具有丰富成人（网络）教学经验并有教授或副教授职称的教师担任主编，由各书主编组织成立教
材编写团队，确定教材编写大纲、实施计划及人员分工等，经编审委员会审核每门教材的编写大纲后
再编写。　　经过多方的努力，本系列规划教材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在此之际，我们对各学院领导的
大力支持、各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的鼎力相助表示衷心的感谢！在今后教材的
使用过程中，我们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断修订、完善教材，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

Page 2



《金融风险管理》

内容概要

《金融风险管理》编写突出了基础性、职业性、实践性及综合性。教材体系和内容结构具有新颖、实
用、简明、易懂等特点；对重点、难点问题的阐述深入浅出、形象直观，对定理和概念的论述简明扼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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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79年2月，我国重新组建了中国农业银行。它主要是负责农业部门的贷款和领导管理农村信用合
作社。同年4月，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外汇和国际清算的贷款和存款业务
。1979年以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逐渐从财政部独立出来，发展成为中长期投资信用银行。从1983年
起，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正式成为国有专业银行，负责全国基本建设的拨款和贷款。1983年9月，国务院
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再从事国内工商信贷业务和储蓄业务，另外成立了中国
工商银行，承办原来由中国人民银行从事的工商信贷业务和储蓄业务。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在北
京正式成立，其主要业务是为城市工商企业提供营运资本贷款和结算服务，同时吸收工商企业、机关
团体以及城镇居民存款。至此，就形成了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分揽全国不同专业信贷服务的局面
。在四大银行从事全国的信贷业务I司时，它们还要按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要求，从事各种政策性贷款
的业务，这样它们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由于它们分别从事不同的专门业务，所以被称
为四大专业银行。　　在这一段时期，沿海地区和特区经济迅速发展。为了支持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1986年至1993年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批准成立多家全国性和地区性股份制商业银行④。其中
新成立的全国性商业银行有：1986年成立的交通银行，1987年成立的中信实业银行，1992年成立的中
国光大银行和华夏银行，1995年成立的民生银行。而新成立的地区性商业银行有：1986年成立的中国
招商银行，1987年成立的深圳发展银行，1988年成立的广东发展银行和福建兴业银行，1992年成立的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烟台住房储蓄银行和蚌埠住房储蓄银行。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成立的区
域性商业银行一共有9家，到了2004年，保留下7家。海南发展银行于1998年关闭，1999年3月，中国光
大银行兼并了中国投资银行。目前，一些区域性商业银行开始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商业银行。三、
建立双重银行体制　　1993年到1997年是中国金融体系的第二个转型时期。在这一个时期，中国的市
场经济已经基本上形成。为了使中国金融体系适应这一市场经济的需要，1993年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关
于金融体制改革和外汇体制改革的两个重要文件，开始了中国新一轮的金融体制和银行体制的改革。
　　这一时期的金融和银行改革有如下几个方面：①把中国人民银行转型为在国务院领导下执行货币
政策和金融监管职能的现代中央银行；②把国有专业银行转变为国有商业银行；③银行、证券和保险
实行分业经营；④建立银行间统一的拆借市场、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⑤在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开始
组建城市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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