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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德旭:中国金融体系的变迁：争论与启示(2003.10.31)

作 者： 孔繁来     发布时间： 2004-12-1 10:52:03 

  为进一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精神，深化金融改革，在10月31日的“双周学术讨论

会”上，财贸所副所长何德旭研究员结合学习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体会，作了题为“中国金融体系的变迁：争论与启示”的学术报

告，就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健全金融调控机制、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等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与交流。 

  何德旭研究员在报告中首先介绍了中国的金融体系：截至2003年6月，我国共有3家政策性银行、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11家股份制

商业银行、111家城市商业银行、758家城市信用社、35544家农村信用社、74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12家融资租赁公司、已重新登记的信

托投资公司52家以及130家证券公司、57家保险公司和180家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 
  何德旭研究员认为，根据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描述，“金融体系”包括金融调控体系、金融企业体系（组织体系）、金融监管体系、金

融市场体系、金融环境体系等五个方面。其中，（1）金融调控体系既是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组成部分，包括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

合、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健全传导机制、做好统计监测工作，提高调控水平等，也是指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包括利率市场化、利率

形成机制、汇率形成机制、资本项目可兑换、支付清算系统、金融市场（货币、资本、保险）的有机结合等。（2）金融企业体系，既包

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现代金融企业，也包括国有商业银行上市、政策性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小金

融机构的重组改造、发展各种所有制金融企业、农村信用社等。（3）金融监管体系（金融监管体制）包括：健全金融风险监控、预警和

处置机制，实行市场退出制度，增强监管信息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处理好监管与支持金融创新的关系，建立监管协调机制（银行、证

券、保险及与央行、财政部门等）。（4）金融市场体系（资本市场）包括扩大直接融资，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

构，丰富资本市场产品，推进风险投资和创业板市场建设，拓展债券市场、扩大公司债券发行规模，发展机构投资者，完善交易、登记和

结算体系，稳步发展期货市场。（5）金融环境体系包括：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建立健

全社会信用体系、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在介绍了中国的金融体系及其变迁历程之后，何德旭研究员就我国金融体系变迁中的若干重大争议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地介绍，包括

银监会该不该设立的问题，中央银行分行的走向问题，政策性银行如何定位的问题，商业银行的前景问题，要不要发展民营银行的问题，

农村信用社到底怎么改革的问题，邮政储蓄银行、科技发展银行要不要设立的问题，资产管理公司将来怎么办的问题等等。这些重大的争

议性问题既是改革中已经遇到的问题，也是深化金融改革绕不过去的或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深化金融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

制的重点与难点所在。 

  对于这些重大争议问题，何德旭研究员一一进行了客观介绍，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例如，在“该不该设立银监会”的问题上，不但

介绍了赞成的原因和反对派的理由，还介绍了争议的背景、国际金融监管的理念与趋势、国外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案例、OECD国家和非

OECD国家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情况等，最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在银监会问题上，应该避免出现简单的人员与业务的划拨、努力提

高银监会的监管水平、建立银监会与相关方面的有效的协调机制、实现我国金融监管重心的转移，包括更新监管理念、转移监管重心、改

进监管方式、完善监管体系、加强跨境监管的合作等。 

  再如，在“商业银行发展前景”的问题上，首先介绍了争议的背景，即商业银行在改革中的地位及面临的挑战，包括资金来源规模缩

小、企业融资发生变化、支付系统受到挑战、业务领域受到“侵犯”、中介市场趋向竞争等，由此导致商业银行的资产在金融总资产中所

占的份额或比重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而与此同时，投资基金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欧美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因此，“商业银行将

被投资基金所取代”便成为一个国际性的争论问题。对此问题，何德旭在介绍了国际、国内若干专家学者的有关看法后，提出了自己的分

析比较，认为商业银行仍然具有美好的前景，但要把改革和发展商业银行放在更加突出和重要的地位，包括深化国有商业银行制度改革；

全面介入投资基金业务，拓展商业银行发展空间；加快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步伐等。 

  在对有关争议问题逐一进行全面客观介绍之后，何德旭研究员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不是在机构设置上动脑筋，不是在形式上，

而是需要有实质上的改变；应当更多地从金融功能的观点出发；尊重市场选择的结果；结合我国的国情推进改革，不能照搬国外的东西；

将讲究效率、防范风险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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