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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到2008年发生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了美国前五大投资银行，即高盛、摩根斯坦利、美
林、雷曼兄弟和贝尔斯登，有的破产、有的被并购、有的被迫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
在人们对金融危机进行反思中，一种观点认为：国际大型投资银行不断创新高风险高收益产品、不顾
职业道德约束、高杠杆经营等，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
而发生于2010年的希腊债务危机，高盛又被指为幕后推手。
2010年4月份，美国证监会起诉高盛，指控其在一宗价值20亿美元的住宅抵押贷款支持的债券交易中，
向做多的一方隐瞒了做空方曾参与产品设计的信息。
这一结构性产品最终导致了做空的对冲基金数亿美元的利润，而被蒙在鼓里的做多的投资者则损失了
数千万美元。
曾经在金融市场叱咤风云的投资银行，如今则受到许多责难。
但是，作为与金融市场一起发展的投资银行，一直是金融市场的核心，并推动了金融市场向更高层次
的发展。
　　投资银行是证券和股份公司制度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是发达证券市场和成熟金融体系的重要
主体，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沟通资金供求、构造证券市场、推动企业并购、促进产业集中和
规模经济形成、优化资源配置等重要作用。
经过最近100年的发展，现代投资银行已经突破了证券发行与承销、证券交易经纪、证券私募发行等传
统业务框架，企业并购、项目融资、风险投资、公司理财、投资咨询、资产及基金管理、资产证券化
、金融创新等都已成为投资银行的核心业务组成。
在中国，经过近3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批制度完善、规模较大、高素质专业人才众多的投资银行
，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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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十二章，从理论到实践详细阐述了现代投资银行业务的最新发展，主要内容包括：证券承销
、证券交易、私募股权投资与风险资本投资、并购业务、资产证券化、金融工程、资产管理等。
     本书适合作为有关金融机构从业人员、高年级大学生和研究生在投资银行业与金融市场方面的专业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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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分业型模式的缺点　　一是以法律形式所构造的两种业务相分离的运行系统，使得两类业
务难以开展必要的业务竞争，具有明显的竞争抑制性。
二是分业经营使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缺乏优势互补，证券业难以利用、依托商业银行的资金优势和网
络优势，商业银行也不能借助证券公司的业务来推动其本源业务的发展。
三是分业经营不利于银行进行公平的国际竞争，尤其是面对规模宏大、业务齐全的欧洲大型全能银行
，单一型商业银行很难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2.全能型模式　　全能型模式是指各银行可以经营一切金融服务，包括各种期限和种类的存贷款
、各种证券买卖以及信托保险等金融服务，即银行集传统存贷款业务、投资银行业务、保险业务于一
身，实行一条龙金融服务。
　　（1）德国全能型模式考察　　德国是实行全能经营的典型代表，其银行制度实行所谓的全能银
行制，银行不仅从事各种传统银行业务，如吸收存款、提供贷款；而且从事证券业务，包括作为承销
商在证券发行中从事承销业务、作为证券经纪商代客买卖证券、作为自营商为自己买卖证券，并可作
为投资者大量持有上市公司的股票等；此外，德国银行还代客保管股票等证券，并代理行使投票权。
事实上，德国银行在证券市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对证券市场具有支配力量；不仅如此，由于德国银
行直接拥有许多公司较大份额股权，再加上数额巨大的代保管股票的投票权，也因此能够对公司治理
产生重要影响。
　　德国全能银行制度的发展是与其历史、文化及经济发展道路密切相关的。
首先，德国银行的组织形式是公司制，其一开始就是以全能银行形式运营的（其实欧美等国的银行最
初也都实行全能银行制）。
其次，从19世纪中叶开始，德国银行就在德国的工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上德国重工业的诞
生与银行强有力的业务支持分不开，这就形成了银行与企业紧密联系的传统。
其三，19世纪由于德国对证券转让征收转让税，投资者为避免缴纳证券转让税，一般将其股票存放在
大银行里，并由银行代其买卖，而银行对代客保管的证券是以自己的名义存放在证券交易所的结算机
构中的，因此形成银行代理客户行使投票权制度。
此外，德国的政治制度也对其银行体制具有重要影响，在德国选举中，是政党而不是候选人发挥重要
作用，因此尽管一些政治家反对全能银行制，但由于大银行与政党的利益关系，这种反对大银行的意
见往往被淡化。
除上述原因外，德国金融监管系统的完善和证券市场规模较小、稳定性较强等，也是全能银行制得以
延续的重要原因。
德国的联邦银行作为金融监管机构，极具权威而高效运作，能够协调银行业与证券业混业经营中可能
出现的矛盾；而德国银行业较强的自律机制也使银行能在证券业与银行业混业经营中稳健发展。
德国证券市场与英美等国相比，规模小得多，且波动幅度相对较小，不会对商业银行体系的稳定构成
太大威胁，英美等国所担心的混业经营中股市波动对银行造成巨大冲击的风险大大降低。
上述种种原因使德国的全能银行制能够延续并实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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