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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体制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

前言

　　从鸦片战争开始，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力图探索出一条引领中华民族实现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这一理想体现在中国近现代历
史的始终。从太平天国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义和团运动，中华儿女始终在苦苦探索着。辛亥革命结束
了沿袭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为近代中国革命进步打开了新的一页，但很快又陷入军阀混战。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创造了
前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30年前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启动的改革开放，是社会
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和完善的伟大革命，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探索了一条真正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
共同富裕的伟大道路。正如胡锦涛同志强调的，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
的活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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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作为《强国之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重点书系》之一，分
为金融宏观调控、外汇管理与外汇市场、银行业改革与监管、货币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资本市场
、保险市场、监管协调与金融稳定、金融基础建设八部分，在基本体例上与书系保持一致，同时力求
通过描述各项重大改革事件、改革措施出台的背景、实施效果、经验教训及评述等，努力勾勒中国金
融改革、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揭示基本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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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金融宏观调控　　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
不断发展的30年，也是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金融宏观调控走向更加科学化和市场化的30年。随着
中央银行体制的初步建立和不断完善，我国逐渐建立了以间接调控为主的现代金融调控体系，即中国
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再贷
款和再贴现等间接调控手段，调节货币供应量，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中央银行进行金融调
控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过程。30年来，货币政策根据经济运行状况不断调整，
在成功治理通货膨胀、有效防止通货紧缩，以及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
节 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中央银行在金融机构体系中处于统帅和中枢地位，中央银行是现代
金融体制的核心。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趋势和要求，当今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加强中央
银行的地位和职能。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央银行体制也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1983年以前，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全部职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
行。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标志着在金融业的发展上放弃了计划经济条件下
以社会簿记功能为特征的、集货币发行与信贷发放为一体的“大一统”银行体制，开始实行与市场经
济发展相适应的中央银行体制。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以下简称《中国人民银行法》），至此，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
地位以法律的形式被确定下来。　　一、现代中央银行体制的准备阶段（1979-1983年）　　中国的中
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自1948年在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合并组成，已经
有60年的历史。但是，自成立之始到1983年，由于中国实行的是“大一统”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在
金融领域中，中国人民银行实际上承担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全部职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央
银行。　　1979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开端，也是中国中央银行体制演变的开始。1978年12月召开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决策，揭开
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1979年1月4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提
出“银行应该抓经济，现在只是算账、当会计，没有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革
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金融
体制改革的新时期。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迅速展开，经济货币化程度开始提高，国民收入分配格
局出现了大调整。从此，社会资金通过信用渠道进入银行的比例快速上升，金融服务工作迅速展开，
国民经济各部门对资金的需求也急剧增长。兼有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双重职能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
银行体制，明显适应不了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经济主体多元化、横向经济联系迅速展开的客观需要。
于是，分设银行机构和突出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管理职能提上了议事日程。1979年1月，为加强对农村
经济的扶植，恢复了中国农业银行。同年3月，适应对外开放和国际金融业务发展的新形势，改革了
中国银行的体制，中国银行成为国家指定的外汇专业银行；同时设立了国家外汇管理局。之后，又恢
复了国内保险业务，重新建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各地还相继组建了信托投资公司和城市信用合作社
，出现了金融机构多元化和金融业务多样化的局面。　　经济的日益发展和金融机构的增加，迫切需
要加强金融业的统一管理和综合协调，由中国人民银行来专门承担中央银行职责，成为完善金融体制
、更好发展金融业的紧迫议题。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
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由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并具体规定了人民银
行的10项职责。《决定》明确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全国金融事业的国家机关，不对企业
和个人办理信贷业务；同时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承担原来由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
；人民银行分支行的业务实行垂直领导；设立中国人民银行理事会，作为协调决策机构；建立存款准
备金制度和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的贷款制度，货币政策工具的雏形开始显现，初步确立了中央银行制
度的基本框架。　　《决定》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有权威的理事会作为决策机构。理事会由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副行长和少数顾问、专家，财政部一位副部长，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各一位副主
任，专业银行行长，保险公司总经理等组成。理事长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担任，副理事长从理事中选
任；理事会设秘书长，由理事兼任。理事会在意见不能取得一致时，理事长有权裁决，重大问题请示
国务院决定。　　《决定》同时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原则上按经济区划设立；为了加强信贷
资金的集中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必须掌握40％-50％的信贷资金，用于调节平衡国家信贷收支。专业银
行吸收的存款，也要按一定比例存人中国人民银行，归中国人民银行支配使用。　　二、现代中央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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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体制的初步确立（1984-1992年）　　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标志着在金融业
的发展上放弃了计划经济条件下以社会簿记功能为特征的、集货币发行与信贷发放为一体的“大一统
”银行体制，开始实行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中央银行体制。　　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
职能之后，积极探索建立以中央银行为领导的金融体系，努力运用经济手段组织金融工作，对各类金
融机构进行金融监管。在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市场化程度不高的条件下，可以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不
多，信贷规模控制仍然是中央银行的主要调控手段。为适应多种金融机构、多种融资渠道和多种信用
工具不断涌现的需要，中国人民银行不断努力探索和改进金融宏观调控的手段和方式，在改进计划调
控手段的基础上，逐步利用利率、存款准备金、中央银行贷款等手段来控制信贷和货币的供给，以达
到“宏观管住、微观搞活、稳中求活”的效果；在制止“信贷膨胀”、“经济过热”、促进经济结构
调整的过程中，初步培育了运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能力。但是，在这一时期，我国计划管理机制和
市场调节机制双轨混合并行的体制特征十分突出，加之整个中央银行体系的运转处于初始阶段，所以
中国人民银行还没有完全行使真正独立的中央银行职能。例如，中央银行各级分支行直接发放一部分
对企业的专项贷款，以及由专业银行转贷的指定投向贷款。同时，部分分支行还直接经营一些融资公
司、证券公司、城市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此时，处于国民经济管理体制转轨阶段的中国人民银行
，主要依赖于计划手段和行政措施实行金融管理，同时还承担了一部分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业务，
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　　三、现代中央银行体制的逐步完善（1993年至今）　　1992年，在邓小
平同志南方谈话的推动下，我国改革开放进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阶段。随着我国经济体
制改革的逐步深入，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也有了更加明确的定位。1993年12月《国务院关于金
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把中国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首要
任务。要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掌握
货币发行权、基础货币管理权、信用总量调控权和基准利率调节权；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
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
理的金融市场体系。　　从1994年年初开始实施的对中央银行体制的改革是全面性的。由于对一些重
大理论问题的认识比前几年有了明显进展，在改革实践上也积累了更丰富的经验，因而，改革方案更
多地借鉴了国际通行准则，对传统金融体制的否定更为彻底，改革的步子也更大。从此，金融体制改
革和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在更为广阔的范围、更为深入的层次上展开，成为整个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
轨的重要一环和推进力量。具体来说，中央银行体制改革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1.《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颁布和实施，为中国人民银行更好地履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稳
定币值、加强金融监管、保障金融体系安全有效地运行等职能提供了法律保障　　首先，《中国人民
银行法》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金融宏观调控中的职责和权限，从法律上保证了中国人
民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性。《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　　
院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其次，《中国人民银行法》对货币政策
框架做了规定，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宏观调控明确了方向，提供了组织上和技术上的保证。《中国人民
银行法》规定了货币政策目标，即“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规定了货币政策
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具体规定了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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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不如看个目录。翻完了。
2、非常好，挺值得
3、特别是作为投资者，或者想或者投资方面的知识，这本书很值得。比起外国经济学书，更多得是
实际，国情的了解很重要，不然投资的时候还是觉得怎么都对不上号
4、官家的书也就是能当个查证事实的工具书用了
5、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是个热点、重点，未来该怎么改，还要理清过去三十年的思路，好书
6、第一次在网上买书，没想到服务到质量都不错，这本书比较详细，希望朋友们都看看。

Page 10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