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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开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以来，信贷资产证券化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
，并带动了非信贷资产的证券化。
资产证券化产品已成为金融市场上最具活力的成熟产品。
　　资产证券化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是因为它对于商业银行而言，能够加强经营管理、
分散信用风险；在连通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等方面具有多重功能，能够发挥积极
作用。
　　对商业银行而言，首先，信贷资产证券化为其解决资产负债期限匹配矛盾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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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5年3月，中国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标志着资产证券化在中国从理论开始走向实践。
经过3年的实践，资产证券化在中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也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并且还在继续健
康发展。
而与此同时，爆发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现已演变成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市场正经历激烈动荡。
中国的资产证券化实践说明了什么？
中国的成功经验在哪里？
这是许多人希望了解的，也是本书所力图解答的。
    本书并不侧重于系统论述资产证券化的基本理论，而是重点阐释中国资产证券化的实践内容。
它以中国的资产证券化实践为主线，通过介绍中国资产证券化的背景、剖析试点过程中的重要事件、
分析各类试点项目的不同特点和做法，试图向人们说明下列相关问题：中国为什么要进行资产证券化
试点；中国是怎样建立资产证券化相关法律制度的；中国的不良贷款证券化与美国的次级按揭贷款证
券化区别在哪里；二者为什么不能简单作类比；中国的资产证券化的主体产品为什么是ABS而不
是MBS；中国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前景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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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资产证券化>>

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部分 从研究到试点　第一章 前期研究　　第一节 资产证券化概念的引入　　第二节 运用性
研究的开始　　第三节 操作性研究的进行　第二章 三年试点　　第一节 资产证券化的第一阶段试点
　　第二节 资产证券化的扩大试点　　第三节 资产证券化的立法研究第二部分 制度建设　第三章 基
本规则　　第一节 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发起机构与特定目的信托　　第三节 特定
目的信托受托机构　　第四节 贷款服务机构　　第五节 资金保管机构　　第六节 保护投资人的权益
　　第七节 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与交易　第四章 抵押权变更　　第一节 抵押权变更登记的重要意义
　　第二节 解决抵押权变更问题的基本思路　　第三节 住房抵押权变更登记问题的解决　第五章 信
息披露　　第一节 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信息披露的责任人　　第三节 信息披露的主要内
容　第六章 信用评级　　第一节 证券化信用评级的特殊性　　第二节 证券化信用评级的基本方法　
　第三节 证券化信用评级的管理　第七章 会计处理　　第一节 资产“出表”的会计标准　　第二节 
特定目的信托的会计处理　　第三节 其他证券化相关机构的会计处理　第八章 税收处理　　第一节 
关于印花税的免征　　第二节 关于营业税的区别对峙　　第三节 关于所得税的征管　　第四节 税收
政策的进一步完整　第九章 监督管理　　第一节 参与机构的市场准入管理　　第二节 证券化过程中
的风险管理　　第三节 证券化项目的申报和审批  第十章 投资管理第三部分 证券化实例  第十一章 一
般贷款证券化  第十二章 小企业贷款证券化  第十三章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  第十四章 商用房屋抵
押贷款证券化  第十五章 汽车贷款证券化  第十六章 不良投资证券化  第十七章 企业资产证券化第四部
分 前景展望  第十八章 前景展望第五部分 附录  附录一 相关政策制度  附录二 本书作者相关论文  附录
三 资产证券化大事记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资产证券化>>

章节摘录

　　由于这是在试点前进行的一次研究，大量的问题实际上已经集中于操作性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
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先立法还是先试点　　先立法还是先试点，是2004年前后大家议论得最
多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必须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否则，不仅难以进行试点，还可能把一件好事搞糟。
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我国要进行资产证券化立法，条件还很不成熟，如果等到立法结束再进行试点
，实际上必将是一个旷日持久的等待。
所以，应当先进行试点，等在试点中积累经验后，再进行立法。
由于这两种意见都有一定道理，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就成为能否顺利进行试点的关键。
　　人民银行先后与国内经济、金融专家以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外专家就这个问题进行了
广泛的讨论。
最后，“立法与试点并行”的意见成为主流意见。
“并行论”认为，试点确须有规则，但立法也非一日之功。
因此，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立法和试点结合起来，在试点开始前，列出试点中必须解决的法律、会
计、税收、监管等问题，制定解决这些问题的计划；在试点开始后，试点单位主要解决微观方面的问
题，政府有关部门着重解决外部制度性问题。
同时，把试点中反映出来的问题继续列入问题清单，一并研究解决。
还要把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制度化，使其成为部门规章，指导试点的全面展开，同时也使之成为立法
的基础，为今后高层次法律法规的制定做好准备。
　　“并行论”解决了立法与试点孰先孰后的问题，为国务院批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扫清了障碍。
应该说，这一研究结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如何选择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类型　　当今世界上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类型很多，尽管一般信贷
资产证券化(assets back security，ABS)、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mogage back securitv，MBS)作为最基本的
类型，各国大体相同，但是每一类ABS和MBS都可以细分出许多子类。
我国进行资产证券化试点，应从哪类开始?这个问题显然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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