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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经济过热及改革银行体制关键在于政银分开(杨培新；2004年5月20日)

文章作者：杨培新

    近年来银行不良资产数字居高不下，其原因就在于政银不分。地方热衷于追求速度和政绩，银行为了取悦地方长官，便盲目支持这些

没有经济效益的投资，既浪费了资金，又增加了呆账。当前要遏制投资过多，要提高银行的国际竞争能力，关键均在于实行政银分开。 

    政银分开是当前银行改革的关键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对中国银行发行纸币而准备兑现的银元，北洋政府常命令停止兑现。中国银行抗拒乱命，把总行迁往上海租界。

其分支行处则改按经济区划设置，而不按行政区域设置，防止各地军阀强行摊派，掠取银行资金。 

    我国建国初期，人民银行的分支行处均由总行直接领导，省市政府不得过问。但是省分行有些行长为了取得省市的厅局长政治待遇，

自愿编入省市行政序列，与财政厅一样成为省政府辖下的一个单位，地县支行也纳入当地的行政序列。当地首长可以指挥银行业务，省县银

行行长的任免也必须取得当地同意。这就是银行呆账不断增加的原因。 

    银行改革，必须首先实行政银分开，仿照海关体制，由总行直接领导，业务与人事均由总行决定。银行应主动支持当地的合理措施，

但也有权抗拒瞎指挥。对银行干部的考核，应主要看贷款效果的好坏。还应设置稽核人员，与行长同级，以加强内部监督。银监会应直接领

导各级银行稽查人员。对因盲目贷款引致呆账增多的负责人，不应提拔，而应受到惩处。 

    银行要增强竞争能力，取得贷款效益，减少不良资产，就必须加强调研 

    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团赴法国考察，参观了里昂的核电厂。这个庞大的高精尖项目是法兰西电力公司经营的，其资金则由银行贷

给并监督其经营。 

    法国银行为什么能够以贷款方式解决核电厂的资金需要﹖这是由于法国银行建立了完善的调查研究机构，银行有很高的经济研究水

平。法兰西银行是法国的中央银行，其副行长就是从经济研究部门提拔起来的。银行吸收了优秀的经济研究人才。法国三大商业银行之一的

里昂信贷银行就人才济济，它有200多位专家，其中经济学家10人，国际经济问题专家15人，企业财务专家20人，工程师20人。巴黎国民银

行有纺织、电力、核电、石油、运输、煤炭、矿产等方面的专家。这些银行的总行设立研究部，位居各部之首，并有电脑不断输入各种调查

研究报告。电脑专线贯通到各分支机构，企业提出流动资金或固定资产贷款请求，各分支机构可以接通电脑，取得有关这个企业和行业的国

内外的资料，以及该企业人事、经营、诚信的各种资料，从而判断这个项目建成后能否赢利，贷款能否收回。贷款数目大的，要由上级银行

批准。我国银行曾设立过征信所，主要调查企业经营信誉。建国以来银行设立金融研究所，只研究银行业务。而法国银行不仅调查这家企业

的信用状况，而且调查国民经济、国内外、产供销以及技术先进程度等方面的情况，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减少了盲目竞争带来

的经济危机和减产滞销。 

    我国建立健全银行制度，关键在于通过设立经济研究部门，把银行建成具有较高经济研究水平的机构。 

    我国当前应以间接融资为主 

    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倡导新自由主义，提倡金融自由化，资本自由流动，汇率随市场浮动，价格随市场波动，否定政府干预。我国社会

主义市场体制，则既要发展市场经济，又要实行指导性计划。实际上我们制定奔小康的目标，提出年度经济增长预期指标，制定各项产业政

策，就说明我们对国民经济并不放任自流。指导性计划有利于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和统制经济根本不同。统制经济是战争、

通货膨胀、扩军备战状况下形成的，对人民群众实行配给。实行指导性计划，主要通过经济机构、经济手段调节国民经济，但在必要时也可

以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调节，包括对某些行业暂时采取指令性计划。而银行则是经济手段中最有效的调节机构，这种间接融资，由银行按政策

贷款，比之于直接融资、证券市场，更有利于政府对国民经济的调节。 

    当前在宏观调节中还存在两个有争论的问题： 

    一是启动内需、缓解市场滞销，应使用财政无偿投资手段，还是运用银行信贷手段。 

    我认为我们应当采取积极的信贷政策与稳健的财政政策。即财政保证预算收支平衡，而由银行发放中长期固定资产贷款和流动资金贷

款。财政投资是无偿的，而且主要投放在交通等一类基础设施，有利于启动投资需求，无助于增加就业。财政机构不如银行网点多，对企业

既管不着，也够不着，难于经常监督。银行贷款可以贷给劳动密集企业、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业，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银行储蓄增

加很快，由银行直接贷放，银行机构遍布各地，可以就地随时监督，有利于取得更好的经济效果。 

    二是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何者为主的问题。 

    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由于原来负担着就业和社会福利任务，账面盈利很少；改革以来，企业效益尚未显著，一时

信誉不彰。民营企业还在创业阶段，难以显现经营成绩。证券市场允许投机，过早开办证券市场，难以形成活跃和股票不断升值的局面。群

众愿意到银行存款，只求稳定，以备养老、防病、子女教育之需，并不追求暴利，因此储蓄率高达40％。正因此，我们曾经降低储蓄利

率，企图迫使人们减少储蓄，把资金赶到证券市场上去。这样做收效甚微。节约储备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我们应当珍惜和保护群众的这

一要求。如果消费物价涨势明显，就应适时提高储蓄利率，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让他们受到货币贬值的损失。 

    列宁在写《帝国主义论》时，认真地考察了资本主义银行。他后来再三强调建设社会主义一定用好银行。他认为资本主义“银行制度造



成了全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形式。”列宁要求银行“调节全国按社会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经济生活”。列宁的设想，

斯大林没有实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实践中试行呢﹖ 

    我国的银行在革命战争中主要是发行票子，建国以后主要是办票子出纳，现在应当是用储蓄、结算、贷款等手段，调节经济生活的时

候了。 

文章出处：《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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