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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种判断，我国很有可能于今年加入WTO，加入WTO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许多新的机遇的同时，我

国经济也要面对许多新的挑战，其中，我国金融体系的开放势在必行。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

金融机构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恢复和新建了一些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但

是，量的扩张并不意味着我国金融体系已经发展完善。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金融体制的内在缺

陷更加明显。加入世贸组织在即，改革现有金融体系迫在眉睫。目前大家关心的是现有国有商业银行的

呆坏帐问题，但同样重要的是必须建立一个能为我国最具竞争力的行业的发展提供资金的金融体系，以

充分利用WTO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 

一． 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先了解清楚金融体系在整体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从根本上

说，金融是为实物经济服务的，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也必须从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现代经济增长的途

径有三个：一是，要素积累，尤其是资本的增加；二是，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换；三是，技术变

迁。在经济增长的三大源泉中，技术变迁最关键。技术进步可以提高生产率，同时使得资本的边际报酬

率不会下降，从而维持资本积累的积极性。并且，唯有技术进步，才会有新的产业，产业结构的升级才

有可能。 

技术变迁与资本积累关系密切。现代技术创新从研究、开发、到新产品试制、投产，需要大量的资本投

入。同时，技术创新往往体现在新的资本设备上。因此，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依

赖。一个社会资本积累的速度和规模取决于资金的回报率。后者又决定于资本的配置和利用效率。一个

社会资本的配置和利用效率决定于该社会金融体系的效率。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出发点必须定位在提高

金融体系的效率，使其能够很好地动员资本、配置资本，服务于经济发展。 

二． 我国金融市场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金融体系是为实现这一战略服务的。为了在资金稀

缺的状况下发展资金密集的重工业，国家只好人为压低利率，以便降低资本价格。并用财政手段直接分

配稀缺的资本。这种计划体制保证了重工业能够获得足够的资本支持，但是稀缺的资本没有配置到生产

率最高的部门，牺牲了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经济发展的效率差。 

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发展起来，由非国有部门掌握的剩余也多了起来，加上国有企业

自主权扩大，因此，客观上产生了对非财政金融服务的需要，为此，80年代初，我国政府先后重建了四

家专业银行，90年代初又恢复了证券市场。但是，为了支持国有企业，四大专业银行绝大多数的贷款给

了国有企业，发展很快的非国有企业很难得到银行的贷款支持。其它融资渠道如证券市场，基本上也都

与非国有企业无缘。 

三． 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基本特征 

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是筹集和分配资金。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金融体系发展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大

方式。直接融资的主要形式是股票，资金的拥有者直接将钱投资到需要资金的企业。间接融资则由银行

中介，资金供给者将钱存到银行，银行再把集中起来的资金贷放给资金需求者。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各有优势，互相补充。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直接融资没有按期付息、还本的压力，

即使经营失败，也不必负偿还责任，因此，风险较间接融资小，但投资者的风险就较高，为了说服资金

拥有者购买本企业的股票，需要给投资者较高的回报，企业直接融资的成本较间接融资高。从资金供给

者的角度来看，间接融资由于有中介银行的专业服务，储蓄集中、贷款分散，风险较直接融资小，但收

益较直接融资低。 

在现实经济中，金融体系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组合，最有效的金融结构取决于一个社会中的企业、

 



产业的性质。如果，一个经济中的企业以资金密集型的大企业和产业为主，其融资渠道以从大银行贷款

和发行股票为主。如果一个经济中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则有效的融资方式应以中小银行贷款为主。

这种金融格局的形成主要是由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决定的。中小企业需要的资金不多，而且分散在各

地，大银行等大金融机构获取其经营和信用状况的成本很高，因此，中小企业难以得到大银行的资金支

持。即使想用间接融资，也因为规模小，承担不起股票发行的费用，也不易取得公开发行上市的资格，

因此中小企业一般不依赖间接融资。中小银行则因为资金规模小，无力经营大的贷款项目，只好以中小

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而且，中小银行与中小企业一样，分散在各地，对当地的中小企业资信和经营情

况比较了解，信息费用不高，因而中小银行也较愿意为中小企业服务。大企业则因资金需求量大，和其

相适应的资金供给方式是大银行贷款和股票及债券融资。 

四． WTO与我国的产业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 

加入WTO以后，政府可以用来保护产业的手段将大大减少，我国的企业将面临巨大的市场竞争。现阶段

我国最具竞争力的企业是与我国要素禀赋相一致的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在加入WTO以后，劳动密集

型的中小企业将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大力发展这类型企业，提高国民经济的综合

竞争力，创造利润，积累资金，改变我国的要素秉赋结构，为产业结构升级创造物质基础，以促进我国

经济健康、快速、稳定的发展。所以，面对加入WTO以后的机会和挑战，保证中小企业发展所需的融资

需求应该成为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着眼点。对中小企业来说，最合适的融资方式是中小银行为主的

间接融资，所以发展中小银行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发展的当务之急。 

金融体系是现代经济运行的中枢神经，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既要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各种金融需求，又

要能够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由于中小银行一般来说比大银行容易受到危机冲击，而且分散在各地，不

易监督，风险可能比大银行大，因此，在发展中小银行的同时应加强金融监管，建立防范风险的机制，

如存款保险制度等。在发展中小银行时也一定要实现商业化，不能由地方政府行政控制，成为地方政府

的第二财政，甚至成为地方政府进行盲目投资的工具。 

当然，在建立和发展中小银行时，也需要对现有的四大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造，使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支

持必不可少的大型基础设施和其他投资项目的作用。证券市场也应该逐步发展和规范，以适应中小企业

将来逐渐扩大时的融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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