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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思考(宫滨；2004年7月13日)

文章作者：宫滨

  利率的市场化，使货币资本的借贷双方通过市场活动建立经济联系，这有利于货币资本借贷双方遵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建立平等竞争

的经济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有利于金融市场更优化、更高效地配置各类金融资源，成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重要环节。

所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和重要标志，是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利率市场

化改革的措施应该包括以下几点： 

  一、尽快完善推进利率市场化所需条件 

  1.宏观经济稳定宏观经济稳定与否，可通过有关指标来反映，如通货膨胀率、GDP增长速度、企业承受能力、资本产出效率等。我国不

同时期的宏观经济状况对利率市场化形成不同的影响。今后几年，如何增加有效供给，调整结构，增加就业，提高企业效益，有效刺激经济

并保持持续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面临的难点。从根本而言，要加快和深化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真正处理好速度与效益的辩证关系，为利率

市场化的推进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2.充分有效的金融监管要实现金融监管的规范化，尽快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市场金融监管；按市场化金融运行的要求，建立既适合我国

国情又符合国际惯例的金融监管法规体系；选拔和培养一支高素质的监管队伍，从而大大提高我国金融监管水平。 

  3.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从长远而言，要尽快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给中小型企业和大中型国有企业一个大致公平的融资环境，培育高

素质的投资队伍，完善金融市场监管，提高信用评级服务质量，为利率市场化的最终实现创造理想条件。 

  4.完善微观经济基础推进商业银行制度建设，强化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加强其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健全金融

监管，确保银行体系内的有序竞争。 

  二、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骤 

  第一，进一步增加利率放开的品种。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很重要的作用将是下一步有助于形成有效的基准收益率曲线。目前我们的

基准收益率曲线存在的问题是，期限品种结构不够健全，收益率的市场化决定程度不够高。下一步，通过把品种补齐，增加一些政府债券或

一些债券的替代品种，使短、中、长期都有良好的、充足的债券产品，减少行政力量的作用，慢慢增加市场深度，这样，逐步建立有效的基

准收益率曲线，为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运作提供有效的利率基准。 

  第二，进一步扩大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目前，在中央银行的基准贷款利率基础上，区别不同情况，划分了五种贷款浮动幅度：试点地

区的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可以在中央银行基准贷款利率的0.9～2倍区间浮动，其他农村信用社可在0.9～1.5倍区间浮动；商业银行对中小

企业的贷款利率可在中央银行基准贷款利率的0.9～1.3倍区间浮动，对大企业可在0.9～1.1倍区间浮动，还有少数大企业不上浮，只下

浮。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应是逐步放宽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主要是扩大向上浮动的范围，使银行有更大的利率管理自主权。 

  第三，分阶段、分步骤放松存款利率管制，首先放松对一定金额以上的大额存款的利率管制。居民储蓄涉及面最为广泛，因此，应当作

为人民币利率市场化的最后阶段。经过利率市场化进程改革后，我国将形成以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为核心，以同业拆借利率为中介目标利

率，各种市场利率围绕其波动的完善的市场利率体系。下一步，存款利率应当允许向下浮动。在中国很少有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下浮，而国际

上很多银行的存款利率低于中央银行调控利率。 

  三、风险防范与政策配合从目前看，应注重防范以下四方面风险： 

  第一，利率水平升高蕴藏的风险。从一般规律看，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为资金短缺国家，利率市场化的结果通常是利率水平的持续升高。

第二，价格制定权蕴藏着金融腐败的风险。第三，信贷资金流入证券市场蕴藏的经济泡沫风险。第四，银行过度竞争导致银行体系的不稳定

风险。 

  推进利率市场化还应当有以下两方面其他政策的配合：首先，加快进行国有企业的债务重组与制度创新，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特

别是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对投资效益、资产质量、财务状况的出资人约束机制，在此基础

上实现企业借贷行为的合理化。其次，尽快建立统一、权威的资信评估制度。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资信评估机构的混乱局面，必须通过资信评

估立法和司法使评估机构真正对评估结果的真实性负无限连带责任，以从根本上建立资信评估机构的自我约束机制和优胜劣汰机制，在此基

础上培育全国性的资信评估机构，促进资信评估业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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