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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的主要是自1997年以来中日金融学术交流中，双方在历届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稿，以及双方
就当时交流的主题所发表的文章和演讲稿。
本书共分为四个专题，分别为中日两国经济发展与金融改革的比较研究、中日两国银行业不良债权处
理问题的比较研究、中日银行的银行治理与综合经营比较研究，对美国贷危机的研究。
本书的出版是中日金融学术交流一部分成果的展示，希望通过此可以促进两国金融界的学术交流，并
从交流中获得对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更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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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正如我们已经理清的内容所示，国有企业改革历经了“放权让利”、“利改税”、“经营承包制
度”、“现代企业制度”等程序。
“放权让利”、“利改税”“经营承包制度”改革的着眼点在于调整利润及加强企业自主生产机制。
然而，有言论指出：“这种改革是在传统的经济体制当中进行的。
改革的进程受到了传统理论的限制。
”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第十
四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明确了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定为确立现代企业制度。
这意味着打破了国有企业改革以往的传统理论和传统体制，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国有企业开始被视做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
　　此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同时也认可了通过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度发展经济主体。
国有企业改革开始将股份制企业纳入视野。
　　国有企业的融资途径也随着改革的进展而发生着变化。
在改革前，国有企业主要从国家财政获得资金提供。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实施了银行功能强化及银行对企业的“拨改贷”之后，银行贷款成为企
业资金的主要源泉。
其后，随着外资增加及企业从资本市场扩大资金调度，国有企业的融资途径也开始多样化。
然而，银行作为国有企业的主要资金提供者这一情形基本上并未发生变化。
随着改革推进，企业的负债率不断上升。
在高负债及低效率经营之下，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恶化，银行的不良债权上升。
近年来，银行惜贷的问题在某些地方开始表面化。
“目前这种以银行为中心的融资体制陷入了危机。
”　　以此为背景而发展证券市场，其意义有二：一是在财政及银行功能低落的情况下，开拓出新的
资金调度途径；二是促进国有企业所有制度的结构及内部经营问题的解决。
“后者至关重要，但也往往容易被忘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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