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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金融体系功能难以适应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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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金融改革的出发点是现有金融体系。当前我国金融体系的功能已经不适应经济转型的要求，一方面我国有着非常充沛的金融资源、庞大

的居民储蓄、数万亿元的外汇储备；另一方面，存在着庞大的金融服务需求，有很多需求得不到满足。 

    要打破原有的金融业低效率，就要考虑提升市场化、专业化水平。租赁业具有融资、融物的双重特性，以资金为纽带，同时把资金、贸易、

产业等不同的实体和金融业结合起来，因而金融改革的出发点是现有的金融体系。 

    现有金融体系的一个根本特点，是尽可能动员储蓄，动员金融资源，把这些资源通过管制的价格，高效率的注入政府指定的重点发展企业、

发展行业。在过去三十年，基本上中国金融业主要任务莫过于如此。 

    不过，在转型升级过程中，这种不断铺摊子的发展模式遭遇了经济转型的挑战。比如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土地成本上扬，这样就使得我国

要更多依靠劳动生产力提升消化成本。从这个角度看，现有金融体系仍存在不少缺陷，当然这些缺陷也是我国租赁行业发展的空间所在。 

    当前我国金融体系的功能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转型要求，具体表现为整个经济体系里有大量得不到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一些轻资产的服

务业、农业、科技行业、小微企业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而这些企业恰恰是新一轮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点。其次，现有金融体系还不足以支持经

济的转型和产业升级，也不足以支持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大规模的融资。同时，金融抑制引发的双轨制，一定程度上导致金融体系功能的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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