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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中国金融体系已建立和发展了60年，走过了曲折发展的道路，取得了显著成效。
新中国成立以后，金融业为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金融业有秩序、有步骤地“渐
进式”地推进改革，在前进道路上克服了种种困难和障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改革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与此相适应，也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制度，实行“大一统”的国家银行体制。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决策，揭
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同年10月，在邓小平同志“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的思想指导下，中国金融业开始了一轮改革与开
放的热潮，建立了中央银行体系，建立起多种金融组织和金融市场体系。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为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加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金融体制，1993年12月，国务院发出
《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对我国金融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建立“三个体系”和实现“两个
真正”。
2002年，党的十六大宣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改革开放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新阶段。
2002年和2007年两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指出，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围绕建立现
代金融企业制度的目标，全面推进金融业改革。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建立和完善包括金融宏观调控体系、金融监管体系，以及金融机构体系
、金融市场体系、金融产品体系、基础金融服务体系等多元化、多功能的现代金融体系，在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中国金融新框架》一书，通过对新中国金融体系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历史背景、改革
与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政策的实施成效及其经验和教训的描绘，努力勾勒出新金融体系演变
的基本脉络，反映金融业各个方面发展的基本状况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
本书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对新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全景介绍，揭示有关金融体系改
革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和评析改革与发展的效果。
金融体系的发展包括金融系统整体改革和内部各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发展中相互协调与相互促进，同时
必须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各项改革措施相互配套，才能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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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金融新框架》较详尽地描述了中国金融业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力求把新中国金融体
系的全貌鲜明地展现给读者。
全书共分为8个部分：第一部分序篇，重点介绍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轨迹与未来趋势；
第二部分全面描述了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历史沿革；第三部分详尽介绍了中国金融调控与监管体制的组
成和演变过程；第四部分致力于展现中国金融机构体系，主要包括各类银行机构、保险公司、信托公
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等，着重说明各类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
经营特点和状况；第五部分介绍了中国蓬勃发展的金融市场；第六部分对金融基础制度和设施及其运
作进行了介绍；第七部分主要介绍中国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状况；第八部分为中国金融改革开放30年
大事记。
　　本书有助于读者对中国金融业作系统、全面、快速的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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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重组和改制上市，建立起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经历了国内外金融市
场的洗礼。
　　2003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按照“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成为产权清晰
、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与效益良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商业银行”的目标，开
始对国有商业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革。
2003年12月16日，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这是目前中国最大的金融投资公司，
由其运用国家外汇储备对试点银行注资。
作为国有资本出资人代表，中央汇金公司将行使国有重点金融机构控股股东职责，督促银行落实各项
改革措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力争使股权资产获得有竞争力的投资回报和分红收益。
　　国有商业银行中改革最早的是交通银行，早在1987年，为了适应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交通银行
重新组建，承担了中国金融改革试验田的任务。
作为新中国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交通银行的重组，打破了专业银行垄断的市场格局。
2004年，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深入，交通银行再一次承担起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先行者的
使命。
在短短一年时间里，交通银行先后完成了“财务重组-引进外资-公开上市”改革三部曲。
　　上市之前，交通银行的股权结构如表1所示。
　　2005年6月23日，交通银行以每股2.5港元在香港联交所成功挂牌上市，成为首家完成财务重组的国
有大银行、首家成功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国有大银行和首家在境外公开上市的中国内地商业银行。
2007年5月，交通银行又以每股7.9元的价格回归A股市场。
　　2004年1月6日，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共注资450亿美元，合约3724.65
亿元人民币。
为了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改善股权结构，提高商业银行股份公司的信用评级，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
银行纷纷引入了国内外战略投资者。
上市前两家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及参股比例如表2和表3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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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该书既是一部中国金融发展的厉史画卷，又展现了一幅中国金融的立体图景。
本书对中国金融发展脉络和基本体系框架作了系统研究和全面整合，对读者全方位了解中国金融状况
很有帮助。
掌握国际金融的话语权是国家的战略任务，本书对于我国作为金融大国崛起，制定金融发展战略规划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　　《中国金融新框架》一书记述了新中国金融业发展、改革和开
放的历程，并对目前我闷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基础制度作了系统而权威的介绍，是一
部全方位了解中国金融框架体系的难得的珍贵资料。
　　--中国银监会监管二部原主任、中国光大银行监事会主席　　强大的金融体系是中国经济嵋起的
软实力。
小平同志改革开放之初提出金融是经济的血液，中国金融体系历经了30年的发展，《中国金融新框架
》权威地记载这一改革历程，弥足珍贵！
　　--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部巡视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本书对包括保险业在内的中国金融体
系进行了系统而权威的梳理，是你全面了解中国金融体系的难得资料。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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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金融新框架》描绘中国金融发展历史长卷　　勾勒共和国金融体系宏伟图景　 经过60年的
发展，我国的金融体系在探索中前进，维护了我国经济和金融的稳定与安全，促进了国民经济又好又
快地发展。
由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牵头，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和各商业银行的部分专家、工作
人员参与编写的《中国金融新框架》，回顾了这段历史，勾勒了这个体系，传递给我们许多有价值的
观点和信息。
　　书中既有对新中国60年来金融体系建立、调整和完善实践的细致描述，也有对金融理论的积极探
索与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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