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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股份制性质的现代银行创立以来，

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货币信用关系的深

化，历经数百年的竞争与创新，在各国先

后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商业银行为

主体、多种性质的银行及多样化的非银行

金融机构并存的现代金融体系。各类银行

及其它金融机构在经营上各具特点，分工

各异，共同为发展现代商品经济提供有效

的融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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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银行的产生与发展

可以说，现代的金融体系是随着银行业

的产生与发展而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并且，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货币信用业务在全部融

资业务中占主导地位，因而银行业也是一国

金融体系的骨干和主体。因此，我们研究金

融体系问题，首先也是从对银行业的研究开

始的。



3

一、银行的产生一、银行的产生

1、货币经营业转化为银行业

银行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而产
生与发展起来的。它生成于前资本主义时
代，货币经营业是现代银行业的先驱。

所谓货币经营业，就是专门从事货币的收
付、保管、兑换、结算和汇兑等与货币流
通有关的技术性业务的行业。

货币经营业转化为银行业的标志，是信用
业务成为主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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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经营业与银行业的区别：

货币经营业经营的是货币，而银行业经营的

则是货币资本；

货币经营业从事的是与商品和货币流通有关

的技术性业务，而银行业则主要是经营信用

业务；

货币经营业的收益来自于业务手续费，而银

行业的利润则主要来自于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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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代银行业产生的两条途径

银行业产生的第一条途径，是货币经营业
发展而成的带有封建性质的高利贷银行。

“banca”－长板凳，英语 “bank”、法语
“banqe”；世界上最早的银行是1580年在

威尼斯建立的。

银行业产生的第二条途径，是新兴的资产
阶级在与高利贷作斗争的过程中，按资本
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股份制银行。这是形
成现代银行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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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银行的性质和职能二、银行的性质和职能

1、性质：经营货币信用业务的特殊企业

企业：同其它工商企业一样，都是以获
取高额利润为其经营目的；

特殊企业：

经营活动的对象是一种特殊商品—货币资
本；
经营活动的范围是一个特殊的领域—货币
信用领域；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处于特殊的地位，发
挥着其它工商企业所不可能有的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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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是指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功能，作

用则是指执行职能时所发挥出来的效用。

这里，我们把银行的职能及其在执行职能

时对经济过程所发挥的作用联系起来研究。

2、主要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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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银行作为货币资本的实际贷出者

和借入者之间的中介人，是银行的基本

职能。

形式：吸收存款，集中社会上闲置的货

币资本；发放贷款，将集中起来的货币

资本贷放给资金短缺部门。

⑴⑴ 信用中介：信用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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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克服直接借贷在资本数量、借贷期限

及资信度等方面的局限性；

B) 使闲置的货币资本能够得到充分的运

用，解决了产业资本运动中所产生的资本闲

置与资本增殖的矛盾；

C) 加速了资本的周转，使资本得到最充

分、最有效的运用。

作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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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化货币收入为资本：

定义：银行集中居民手中待用和结余的

货币收入作为其放款的资金来源。形式

上与信用中介职能相似，性质不同。

形式：吸收储蓄存款等，并用此项资金

向工商企业发放贷款。

作用：化货币收入为生产资金，扩大了

社会资本总额，既支持了生产的发展和

流通规模的扩大，又调节了消费与积累

的比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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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支付中介：

定义：银行接受客户的委托，为工商企
业办理与货币资本运动有关的技术性业
务。

形式：为企业办理货币收付、非现金结
算、异地货币资金的汇兑、贵重物品的
保管。

作用：

A) 加速货币资金周转，节约流通费
用；

B) 使银行成为企业的总会计、总出
纳，成为了社会的总帐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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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创造信用流通工具：

定义：发行银行券等信用流通工具。

形式：发行银行券、银行票据。

作用：

A) 满足流通界对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需
要，节约社会流通费用；

B) 使银行可以超出自有资本与吸收资本的
总额而扩张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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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银行的这四项职能，信用中介是最基

本的职能，支付中介是由货币经营业的职

能转化而来的，其它两个职能是由信用中

介和支付中介中派生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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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银行的新作用三、当代银行的新作用

11、银行的集中与垄断、银行的集中与垄断

基础：生产的集中与垄断。大企业贷款的需求量

大、期限长，闲置的货币资金多、能够提供大量

存款，为大银行的出现提供了客观条件。

途径：银行业的竞争。大银行资本雄厚、分支机

构多、广泛的联系和先进的技术等优势，在竞争

中排挤、兼并中小银行。

表现形式：银行数目减少、银行的资本额却不断

增长；大银行的分支机构迅速增加；存款绝大部

分掌握在少数几家大银行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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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银行集中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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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大银行分支
机构增长情况图

美国50家大银行资本集
中情况（1979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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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共同制”，即两个或几个银行把自己全

部业务暂时地或长期地联合经营的一种协
定，又称“银行托拉斯”；
银行团或“辛迪加”，若干大银行为共同经营

某项大的金融业务而签订的一种业务；

银行“康采恩”，一家大银行购买其它银行的
股票从而控制这些银行。“母亲银行”和“女
儿银行”、“孙女银行”。这种购买股票的控
制方式即“参与制度”。

银行的集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引
起银行垄断组织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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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的形成

银行与工业企业的信用关系固定了；

银行加强了对企业的监督和控制；

银行垄断资本与工业垄断资本相互渗透，
形成了金融资本，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所
谓的“金融寡头”。

银行出现垄断后，银行与工业企业的关
系发生了变化：

以银行资本为核心的大财团既控制了银行，
又控制了工业。他们操纵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控制了国家机器。于是，银行就“从简单中介人
变成了万能的垄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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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战后银行集中与垄断的新特点

银行间的兼并愈演愈烈。发展到大银行之间
相互吞并，还出现了银行持股公司；

银行资本急剧增加；金融机构的多样化。投
资银行、储蓄银行、保险公司、财务公司等
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迅速；

银行垄断组织对外扩张。形式有二：一是在
国外广泛设立分支机构，形成“跨国银行”；
二是各国银行垄断组织的联合，建立起庞大
的“国际银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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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

自股份制性质的现代银行创立以来，顺

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货币信用关系的深

化，历经数百年的竞争与创新，在各国先

后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商业银行为

主体、多种性质的银行及多样化的非银行

金融机构并存的现代金融体系。

各类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在经营上各具

特点，分工各异，共同为发展现代商品经
济提供有效的融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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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银行一、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是居于一国金融体系的领导和
核心地位，负责制定和实施国家的货币
政策，代表国家对金融业实行管理和监
督，调控信用与货币流通的特殊的金融
机构。

中央银行不同于一般银行机构，它兼有
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和银行的双重性质，
是发行银行、银行的银行和政府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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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业银行二、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是以经营工商企业的存、放款业
务为主要业务的金融机构，是典型的银行
机构，是当代各国银行体系的主体，在一
国金融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

之所以称为“商业银行”，是由于它们在创

立初期以吸收活期存款、办理商业票据贴
现和短期性“商业放款”业务为主的缘故。

在当代，股份制银行逐渐取代了私人银行
而成为商业银行的主要形式。此外，还有
官商合办的和国有化的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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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性银行三、专业性银行

专业性银行是专门经营某种信用业务的
银行机构。

有按服务对象设置的，如农业银行、外
贸银行、储蓄银行等；

有按资产用途或业务方式设置的，如投
资银行、外汇银行、不动产抵押银行等。

目前，专业性银行的分类有分化的趋势：
一部分发展为商业银行，一部分归并入
非银行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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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资银行

性质：是专门对工商企业办理投资、提供
长期性投资信贷业务和与工商企业投资有
关的融资中介服务的专业性银行机构。

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发行自己的股票和债
券来筹集，一般不吸收存款；

主要业务：向工商企业提供中、长期贷
款，对股票和债券进行投资，为工商企业
代理发行或包销股票和债券，参与工商企
业创建、重组及并购等活动，代理发行或
包销本国及外国政府的国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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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储蓄银行
性质：是专门吸收居民的小额储蓄存款，又
投资于国债和工商企业的股票、债券，并为
居民提供其它金融服务的专业性银行机构。

资金来源：以吸收储蓄存款为其主要来源，
将分散在居民手中的待用和节余的货币收入
汇集起来，转化为巨额货币资本；

主要业务：购买政府债券、企业股票和公司
债券，以获得投资收益；或转存于商业银
行，以赚取利息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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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业银行

性质：是向农场主及其它农业生产者提供农

业信贷的专业性银行机构。

资金来源：吸收农村及农业生产部门的各类

存款；

主要业务：为农场主及其它农业生产者提供

购买农业机械、牲畜、籽种、化肥以及兴修

水利、改良土壤等方面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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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汇银行和外贸银行

外汇银行是专门经营外汇信贷业务和国际结
算业务的专业性银行机构。如我国的中国银
行和日本的东京银行。目前，这两家银行都
已转化为商业银行了；

外贸银行是专门经营对外贸易信贷业务的专
业性银行机构。目前，这类银行一般都属于
政府的政策性银行，如日本的输出入银行、
美国的进出口银行，以及我国的中国进出口
银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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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银行金融机构四、非银行金融机构

非银行金融机构是指并不经营完全的
信用业务、或者是不以银行信用方式组织
其业务经营活动，但也通过一定的方式、
或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参与社会资金融通
和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组织机构。

这类金融机构数量甚多、种类繁杂、
分布广泛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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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险公司

性质：是专门经营保险或再保险业务的专
业性金融机构。保险公司通过收取保费的
形式建立起保险基金，并将集中起来的保
险基金用于补偿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
造成的经济损失，或对个人的死亡、伤残
及其它原因丧失工作能力者给付保险金。

基本职能：筹措保费、建立保险基金、补
偿经济损失。

保险公司建立起的保险基金，又成为货币
资金积累，多用于投资政府债券、公司的
股票与债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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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务公司

国外的财务公司是一种不能吸收存款、只经营
部分银行业务的准银行金融机构，其资金来源
主要是通过向商业银行借款、持股的母公司拨
款及在公开市场出售商业票据等方式筹措，资
产运用则是以消费者信贷、商业贷款和房地产
抵押贷款为主。

国内的财务公司一般属于某一企业集团，主要
为本企业集团提供融资服务。资金来源以接受
本集团企业的定期存款和拆入资金为主，向本
集团企业发放贷款，同时也从事证券和外汇交
易、提供投资咨询和财务顾问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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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用合作组织

信用合作社是城乡居民集资合股而组成
的合作金融组织，一般简称“信用社”。
信用合作社是为合作社社员办理存、放
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其资金来源于社员
缴纳的股金和存入的存款，放款的对象
也主要是本社的社员。

信用合作社于19世纪50年代始创于德
国，后遍布于世界各国，并以乡间、农
村为多。我国自1923年建立过第一家信
用合作社，建国后很快在广大农村普遍
建社，目前农村几乎乡乡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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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金会组织

一类是福利性的，如慈善、教育等机构
创办的用于发展文教、宗教、医疗卫生、
妇女儿童事业等的基金；

另一类是投资基金，用出售基金股份形
式筹集资金，然后由有经验的专家将其
运用到不同金融资产上获取高额利润，
再分配给基金股份持有人。

基金会组织是指专门管理通过预缴、
募捐和赞助等形式筹集的有专门用途的
资金的金融机构，基金有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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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际金融机构五、国际金融机构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金融体系
突破了国境界碑的限制。为协调国际间的
金融事务，促进货币资金在国际间流动和
加强国际间的经济金融联系和合作，自30
年代起，先后建立了一系列全球性和区域
性的国际金融机构，其中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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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个与联合国有联系
的全球性国际金融机构。它根据布雷顿森
林会议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于
1945年成立，总部设在华盛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旨在促进国际
间的货币合作、便利国际贸易、稳定汇率、
调整成员国国际收支失衡等。我国是该组
织的创始国之一，是该组织的理事会成员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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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界银行集团

世界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BRD）



全称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是国际布雷

顿森林会议通过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
定》，于1945年建立的全球性国际金融

机构，总部设在华盛顿。

世界银行的主要业务为发放长期性低息贷
款，对象仅限于成员国政府。按其章程规
定，成员国必须首先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成员。我国于1980年恢复了在该行的

代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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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银行的两大附属机构之一，成立于
1960年。

该协会主要是向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提供
长期性优惠贷款，以促进这些国家发展经
济。贷款对象仅限于成员国政府，主要用
于农业、交通运输、电子技术、教育等方
面的发展项目。

贷款不计利息，只是一次性按贷款额收
0.75％的手续费，期限最长为50年，并可
用借款国货币偿还本金。

国际开发协会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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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银行两大附属机构之一，成立于
1956年。该公司成立的目的是通过提供贷

款，促进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私人
企业经济的发展。

主要业务是辅助世界银行通过贷款或入股
方式，向成员国私人企业提供资金。贷款
一般以制造业、加工业和开采业为主，利
率视投资风险及预期收益等因素而定，并
要求以原借款货币偿还贷款本息。

国际金融公司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I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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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际清算银行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简
称BIS

国际清算银行是为履行《海牙协议》，于
1930年设立的全球性国际金融机构，总部设
在瑞士的巴塞尔。

该行原以处理一次大战后德国赔款的支付和
协约国间债务清算等事宜为主要业务。自
1944年IMF成立后，改为主要办理国际结算
和接受各国中央银行存款等业务，目的是为
了促进各国中央银行合作，在国际清算时充
当托管人和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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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

是根据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决

议，由亚太地区国家与西方经济发达国

家合办的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成立于

1966年，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该行成立的宗旨是鼓励各国政府及私人

资本向亚太地区投资，以促进该地区发

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亚 洲 开 发 银 行 （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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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对象仅限于亚太地区的成员国，贷
款种类有二：一是普通基金贷款，期限
10～30年,要收取利息；二是特种基金
贷款，期限可长达40年，不计利息，每
笔只收取1％的手续费。

其它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
区域性的国际金融机构和其它金融组织

很多，如美洲的泛美开发银行，东部非洲的
东非开发银行，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发展银
行，石油输出国的非洲经济发展阿拉伯银行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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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我国金融机构体系的建立
和发展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
封建国家，帝国主义金融势力开始侵入，英、
法、德、俄、日等列强国家相继在广州、上
海等口岸开设银行机构；

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标志着中国银
行业开始兴起；

20世纪初，我国又先后建立起大清户部、交
通银行等官办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商
业储蓄银行等数十家民族资本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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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标志着
我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银行制度开始形
成，为创建适应于我国具体国情的社会主义
金融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后，我国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从形成、巩
固、改革，直至发展到现行的中央银行制度
下的金融体系，大致经历了四个演化阶段。

1927年，国民党政府兼并了中国银行和
交通银行，连同其自办的中央银行、以后设
立的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蓄
汇业局和中央合作金库，建立起以四行两局
一库为核心的官僚资本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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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渡时期的金融体系
（1949年-1953年）

一、过渡时期的金融体系
（1949年-1953年）

官僚资本主义银行

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开设的银行

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行庄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创建
阶段。全国解放后，我们面临着的是国
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具有浓厚的半殖民
地、半封建性质的金融业，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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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任务是要把这些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金融
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金融机构。国家针对这些性质
不同的金融组织，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它们进
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没收官僚资本银行；

取消外国在华银行的特权；

对私营金融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
要经过了三个步骤：

严格管理和积极引导；
联合经营，并逐步实行公私合营；
组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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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的金融体系：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管理金融业的行政机

关，办理城市信用业务的经济组织

国家专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农

村信用合作社

其它性质的金融机构：公私合营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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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银行体系
（1954年-1978年）

二、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银行体系
（1954年-1978年）

金融业务集中于中国人民银行，人民银行
既是发行货币、管理全国金融业的国家机
关，又是直接办理信贷、结算业务的经济
组织；

以网络型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系统构成全
国金融体系，人民银行系统内部实行统一
的计划管理和垂直的行政领导，并实行统
收统支、统存统贷的资金管理制度。

1、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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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应性分析：

高度集中统一的、单一型的国家银行体
系，与当时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高度
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相适应，对于集
中全国的财力、物力，迅速建成我国工业
化体系、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
作用。

然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毕竟是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
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银行体系不适应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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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弊病：

纵向行政统属关系与统收统支的资金垂直调度
方式，不易引导资金的横向融通，与市场经济
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

集货币发行和信贷业务于一身，货币发行成为
自发弥补信贷差额的手段，不利于国家控制货
币发行、调节货币流通，也不利于国家加强对
信贷资金的宏观管理；

混管理金融业的国家机关与经营货币信用业务
的经济组织为一体，政企不分，不利于国家对
宏观金融进行有效调控，也不利于国家对专业
信用方面的监督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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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元混合型金融体系
（1979年-1983年）

三、多元混合型金融体系
（1979年-1983年）

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银行体系不能适应
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银行作
为国民经济调节机构的作用范围和作用
程度也受到了限制；

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搞活
企业、搞活资金，针对我国金融体系存
在的问题，于1979年开始进行改革；

改革的方向：建立一个适应我国国情，
既有内在联系、又有专业分工，既统一、
又在业务上各自独立经营，充满活力、
调节自如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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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革过程：
恢复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
行内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从财政部内部独
立出来。

恢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国内业务，创建中
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并逐步恢复了农村信
用合作社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
集体金融组织性质。

至此，形成了以既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又从
事城市信用业务的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中
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等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的、多种金融机构并
存的多元混合型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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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元混合型金融体系的利弊分析：

优点：各家银行专业分工比较明确、相
对固定，在搞活微观金融方面具有较高
的积极性和较强的灵活性；

缺点是各家专业银行自成体系，过分强
调分工和独立性，在各自业务领域中据
垄断地位；

人民银行兼办城市信用业务，难以超脱
出来行使其金融管理职能，造成宏观金
融调控的困难，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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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央银行制度下的金融体系
（1984年以后）

四、中央银行制度下的金融体系
（1984年以后）

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和进一步深化，

从两个方面向金融体系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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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要求突破融资方式单一、服务效率低下、
融资手段落后的局面，建立具有新型多样的
金融机构、多种融资方式和多样化的信用工
具、通过竞争能够提供高效优质服务的金融
体系，以利于有效、灵活地筹集和运用社会
资金，提高经济效益；

二是要求有一个超脱于各金融机构之上、掌
握各种金融手段、独占货币发行权的中央银
行来协调、管理金融机构日益增多的金融
业，调节货币供给、控制信贷规模，以维护
金融物价的稳定，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和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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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深化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客观要求，1983年9月，国务院
作出决定：

从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
中央银行职能，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国的金融
事业，不再兼办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

同时，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承办原由中国人
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

从而确立了中央银行制度下的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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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适应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更好地发挥金
融在国民经济中宏观调控和优化资源配置的
作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
展，国务院决定对金融体制作进一步改革。
改革目标是：

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
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

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以国有
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
组织体系；

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
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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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的环节是建立政
策性银行：

建立政策性银行的目的是实现政策性银行与

商业性银行分离，以解决中国人民银行和国

家专业银行身兼二任的问题，割断政策性贷

款与基础货币的直接联系，确保人民银行调

控基础货币的主动性；

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建立政策性

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

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轨的重要标

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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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政策性银行的基本职责：

国家开发银行：有效地集中资金保证国家
重点建设，支持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发
展，缓解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加强国
家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调控能力；

进出口银行：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外贸政
策，为扩大国内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等资
本性货物出口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

农业发展银行：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筹集
农业政策性信贷资金，承担国家规定的农
业政策性金融业务，代理财政性支农资金
的拨付，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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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政策性银行成立，在体制上为解决长
期困扰的国家重点建设投资、外贸进出口、
农业开发和农副产品收购等三大领域的政
策性资金供应问题奠定了基础，为把中国
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国家专业
银行转变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
险、自我约束的国有商业银行创造了条件。

国务院这一决定的贯彻落实，标志着我国以
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
体、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多种金
融机构并存、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金融体系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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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体系构成

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



政策性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中国进出口信贷银行

国有独资商业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
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招
商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
福建兴业银行、浦东发展银行、烟台住房
储蓄银行、蚌埠住房储蓄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

外资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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