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 的 位 置 ：首页 - 文章选登

 

现行信贷统计指标体系需改进(黄纯忠；2004年8月31日)

文章作者：黄纯忠

金融统计是以数据表述为特征，对金融运行状况进行客观而真实的反映，是国家制定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而金融信

贷统计指标体系是金融统计制度的核心，但在当前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已发生多重变化的现实情况下，现行金融统计指标体系设置已明显落

后，难以适应经济金融发展的需要。其主要表现为： 

一、与当前市场经济格局不相适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私营及个体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现行金融机

构信贷月报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仍沿用计划经济时期按经济性质和简单行业分类设置的指标体系，与当前市场经济格局的变化不相适应，导

致统计数据难以真实反映经济金融运行的实际情况。如存贷款指标并列交叉，贷款指标中既有按行业分类设置的工业贷款、商业贷款、农业

贷款、建筑业贷款等，又有按经济性质分类设置的乡镇企业贷款、三资企业贷款、私营及个体工商业贷款等，这样的分类导致各金融机构对

同一信贷业务却按不同的分类方法进行归并，容易造成统计数据的缺失和不完整。同时，贷款行业分类过于简单，虽然2003年人民银行总

行已按新的行业分类修改了信贷季报原始报表的指标设置，但金融机构信贷统计月报的指标体系仍使用传统的工业、商业、农业、建筑业等

简单设置。 

二、与金融业务发展不相适应。随着金融业务的发展和金融创新步伐的加快，出现了许多新型的金融新产品和新业务，但现行的金融

统计指标体设置仍侧重于反映存贷款信息，对其它的资产负债业务反映不全面，对新业务未及时增加指标进行统计，只能在其它贷款科目进

行反映，这也是造成近年来其它贷款数据偏大、增长偏快的原因之一。 

三、与货币政策监控需求不相适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部门的引导扶持，许多地区经济中某些行业发展迅速，并成为某一地

区经济发展的主导行业，金融对其信贷投放力度持续加大，需要能够及时、全面地反映金融对这些行业的信贷投入等信息。但目前基层人民

银行无增减指标设置的权限，要获取这些数据只能增加临时报表，并要求金融机构手工填报，这不仅增加了统计工作量，也使数据统计难以

及时、准确、全面汇总，影响了金融信贷统计质量。 

四、与会计科目设置不衔接。人民银行总行于1997年创建了较为完整的、统一的全科目金融统计指标体系，但由于各金融机构会计报

表中会计科目设置差别较大，使同一名称的会计科目所包含的内容不一致，造成数据失真，与统计指标体系难以有效衔接。如信贷季报中贷

款五级分类数据，各金融机构的会计报表均未设置会计科目反映，只能通过建立贷款五级分类台账手工汇总填报。又如农村信用社的会计科

目设置中没有“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科目，其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分散归并在各个科目中，无法产生“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科目数据，导致

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中“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科目数据缺少农村信用社数据。 

金融信贷统计指标体系是央行进行宏观决策的基础数据，是指导和及时调整金融运行的重要依据。因此，应根据新形势的变化而合理

地、科学地设置金融统计指标体系，以便真实有效地反映金融运行情况，为宏观决策提供服务。一是完善金融统计指标体系。金融统计指标

体系的设置不仅要满足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的需要，还要能够满足金融机构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并与当地经济发展紧密关联，反映当

地经济发展的动态信息。要合理设置行业分类标准，按照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对金融统计指标进行重新分组，增设新的金融业务

单设指标，以便能够及时、准确、全面地反映金融新业务的发展变化和方向。同时，赋予基层行一定的增减指标权力，能够根据当地经济金

融发展实际需要进行统计分析。二是统一会计指标体系。建议统一金融企业的会计报表制度和会计指标体系，会计科目的设置要按照合法

性、相关性和适应性的原则，既要符合会计法、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同时兼顾央行的金融统计、宏微观分析、货币政策决策的需

要与各金融机构的经营和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三是统一指标口径。对统计、会计科目的涵义、口径归属作出详尽解释，同时加强统计人员

培训，避免出现不同金融机构因统计和会计指标口径不一致造成同一业务而归属不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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