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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经济改革波澜壮阔，二十年来，闯过了多少急流险滩，在体制转型过程中保持了高速发展。
无论我们走到世界上哪个国家，无论我们遇到的是经济学家，政治人物，企业家还是一般老百姓，无
不对中国的经济改革给予很高的评价。
特别是在亚洲金融风暴之中，我们的邻居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倒了下去，唯独中国经济
巍然不动，引起了多少外国朋友的羡慕。
可是，居安思危，中国经济有没有潜在的危险呢？
在经济学中有一条无须证明的公理：竞争出效率。
换句话说，垄断越强的领域竞争力越差。
若问当前中国哪一个领域的垄断性最强？
毫无疑问，金融业。
金融业存在的问题最复杂，也最脆弱。
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遭遇风险的话，最危险的莫过于金融业。
自经济改革以来，从农业开始，服务业，轻工业，制造业，直到通讯业，一个又一个产业的垄断局面
先后被打破了，唯独金融领域的垄断局面保留至今。
金融领域是经济改革中最后一个堡垒。
金融最敏感，改革也最难。
若不然，这块硬骨头也不会留到今天。
如果说农村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辽沈战役”的话，那么，金融体制改革就是“淮海战役”。
打完了这一仗，自然还有仗要打，但是，想找一个完整的垄断领域就不容易了。
其实，金融领域并不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只要认真查一下有关经济改革的文献，我们不难发现，金融体制改革始终得到了高度重视。
在各种文件中几乎都把金融体制改革放在显要的位置。
金融当局也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
客观地说，国有银行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前些年好多了。
可是，金融改革摇摇摆摆，进进退退，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很清楚，由于垄断，谁家缺钱也少不了银行的钱。
既然国有银行的日子还混得下去，就很难指望他们会积极变革。
如果没有促进变革的激励机制，光靠上级发几个文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如何打破金融业的垄断局面？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经验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们在对国有企业进行大手术之前，开放了民营经济。
结果，民营经济迅速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在国民经济中民营经济的比重迅速超过了国有部门。
我们有没有可能按照同一逻辑，在金融业采取类似的做法？
　　许多学者很早就开始探讨这个问题。
不过，金融业好比人体的心脏，不能有片刻故障，不像别的行业，可以放开手来改革。
金融改革往往“一抓就死，一放就乱”。
改革的难度非常大。
目前，中国已经和一百多个国家签订了协议，许诺在加入WTO五年之后允许外国银行在境内经营人民
币业务，享有“国民待遇”，而且还没有地域限制和行业限制。
仔细一推敲，问题来了，不要说是中国的老百姓，就是我们的国有银行都没有享受这样的待遇。
允许外国人做的事情怎么可以不让中国人做？
面对着外来的冲击，中国是否做好了应有的准备？
加入WTO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多方面的。
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我们的金融业置于国际竞争的环境之中，背水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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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经济学家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转移到金融改革上来。
对外开放金融之前如何实现对内开放？
研究聚焦在如何开放民营银行。
　　2000年7月9日，有18位学者聚集到西安，成立了长城金融研究所。
之所以起名叫做长城金融研究所，就是想在中国加入WTO的过程中筑起一道捍卫民族金融业的长城。
这一研究顺应历史潮流，得道多助，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纷纷加入这支研究队伍。
长城金融研究所连续召开了五次较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写出了许多优秀的论文。
为了把错综复杂的问题梳理出一个头绪，我建议，把长城金融研究所讨论过的论题按照问答的形式编
起来。
这样做也许可以开发思路，抛砖引玉，让研究更为深透。
当时，谁都不知道究竟能够编出来多少个问题。
当我编到一百的时候，才大吃一惊，朋友们的稿子还在不断飞来，于是，索性横下一条心，有多少编
多少。
很快，问题的总数就超过了二百。
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就是长城金融研究所几十名专家学者在最近几个月来努力的成果。
　　虽说学者们大致上有个分工，但是，仍然有好多人讨论相同的问题。
为了避免重复，不得不有所取舍，删掉了一些很好的文字。
有些文章的学术气比较重，我在原文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文字编辑和注解，力求更适合金融工作者和广
大读者的胃口。
　　这本书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银行才是我们呼唤的民营银行”？
刚刚开始研究的时候，没有人特别重视这个问题。
起码，从海外回来的学者们几乎都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记得2000年11月4日我们在北京大学召开了民营银行研讨会之后，新闻媒体广为报导，在全国范围内掀
起了一股热潮。
在报刊杂志上，五花八门，什么提法都有。
英文版的“中国日报”在头版上发了一大块文章。
也许是由于在英文当中“民营”和“私人”这两个词没有什么区别，等到这则消息出口转内销，“私
人银行”的提法频频出现，确实让我们吃了一惊。
从我们一开始讨论起，就没有一个学者赞成搞私人钱庄或者家族式的银行。
历史早已跨过了这个阶段，怎么会走回头路呢？
 12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表一个声明，不允许办私人银行，正符合我们希望澄清的愿望。
实践提醒我们，在讨论开放民营银行的时候，首先要搞清楚，我们心目中的民营银行到底是什么？
恰好在这个时候，我的师弟巴曙松寄来一篇文章，提出办民营银行到底是概念的炒作还是实质性的突
破。
在此基础上，我稍加编辑，列为第一个问题，强调指出，我们主张的民营银行是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的
新型股份制银行，而绝不是任何一种私人银行或家族钱庄。
　　林毅夫对中国发展战略的研究早已闻名于海内外。
他强烈主张中国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努力发展以中小企业为主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多年的研究中，他深深体会到融资难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
林毅夫在几年前就开始呼吁发展民营融资来解决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问题。
这本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的许多段落就出自于他的研究。
　　樊纲很早就致力于推动民营金融业的发展。
当他提出发展民营银行时，却有人认为是“异类言论”。
斗转星移，没过多久，人们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今天，如果在经济学界有人主张维持现状反到变成了“异类”。
樊纲在长城金融研究所找到了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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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发展民营经济的主要障碍有很精辟的论述。
　　董辅仍教授是我们经济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
他非常关心长城金融研究所的工作，给予许多非常宝贵的指示。
董老师曾多年兼任我国审计领导工作，在本书中他和他的学生杨再平就金融监管和审计发表了很重要
的见解。
　　在本书中读者可以见到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名字：张维迎、茅于轼、张曙光、曹远征、郑玉歆等
等，还有更多的学者参加了研讨，例如，刘国光，黄达，黄范章、陈彩红、李善同、李扬、盛洪、邱
东等等，他们写的文字虽然没有被编入本书，但是，他们在研究中的贡献都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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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必然会在金融领域中遭到外资银行的强烈挑战。
为了加速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必须尽快打破长期以来存在的垄断局面，在对外开放金融之前实现对内
开放。
为了稳妥的创建民营银行，来自于海内外的五十多名著名经济学家经过了一年的研究，对开放民营银
行的二百个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本书汇集了这些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介绍了现代金融理论，系统地阐述了建立民营银行所必须的三
大法规：准入、监管和退出法规。
本书还介绍了世界各国或地区发展民营银行的动态和最新的金融监管和混业经营的国际经验。
对香港和台湾的金融状况做了客观的分析。
本书总结了长城金融研究所在五个地区的试点情况，提出了有关金融改革的制度创新。
本书适用于各级宏观经济研究部门、政府财经部门、大专院校中的财经类师生和对金融和财经知识感
兴趣的一般读者。
本书也有助于各类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了解现代金融知识，掌握国际金融发展动态。
本书对于有志进入金融领域的企业家更是非常重要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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