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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金融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迄今为止尚未改变以间接融资为主的
融资体系，银行贷款仍是经济主体外部融资的主要途径，因此，贷款配置是否合理对微观经济主体和
宏观经济运行均有重要的影响。
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每一个经济周期几乎都是以贷款的膨胀开始，以贷款的收缩结束。
每当经济处于发展的关键时刻时，贷款发放的数量与质量总能引起社会各界的格外关注。
童士清博士选择信贷的微观运行与宏观效应作为研究对象，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本书是作者在其上海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是他在多年工作和学习中思考的
结果。
论文在盲审和答辩环节，均得到了评审委员的较高评价。
论文中的一些重要章节已经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
我作为他的博士指导教师，为他取得的成绩感到欣慰。
他请我为本书作序，我欣然应允。
　　信贷的微观运行与宏观效应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研究课题。
要较好地完成这样一个课题，首先需要对研究对象有一个比较全面正确的认识，也就是说，提出的问
题要准确。
童士清博士工作十余年来，一直从事货币信贷以及有关政策的分析研究工作，对货币信贷问题有着深
入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商业银行的体制和信贷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信贷行为的变化亦很大，同
时也出现了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比如“贷长、贷大、贷垄断”引起的贷款长期化、贷款集中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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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体制和信贷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信贷行为的变化亦很大，同时
也出现了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比如“贷长、贷大、贷垄断”引起的贷款长期化和贷款集中化等。
本书深入阐述了这些变化及特点，展示了30年多年来我国银行信贷演变的历史进程，并从理论和实证
两个角度做了深入分析，从现象到理论再到实证，层层推进。
理论与实践的良好结构，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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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童士清，1975年生于安徽金寨，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先后在陕西财经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学习金融学专业，分别于1997年、2000年和2008
年获经济学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
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主要从事货币信贷与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在《金融研究》等国家核
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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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改革开放以前，国有企业的融资主要靠财政拨款，此时的融资制度可以称为财政主导型融资。
而且，财政与国有银行在为国有经济提供融资方面有着明显的分工：国有经济的固定资金主要由财政
提供，而国有银行主要为国有企业提供部分流动资金。
1978年以前，财政供应了国有经济几乎全部的固定资金，而且提供了一部分流动资金（所谓“铺底流
动资金”）。
1972年，财政提供给了国有经济57.5％的流动资金；至1978年，国有经济中仍有26.3％的流动资金是由
财政提供的，财政实质上替代了金融的部分功能（张杰，1998）。
在改革开放前“大财政、小金融”的制度安排下，没有中长期贷款的生存空问，银行发放的贷款几乎
都是流动资金贷款。
改革开放后，由于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国逐步形成了“弱财政、强金融”的格局。
改革开放初期，作为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要存续和发展，需要长期资金供应，而财政供应国有企业资
金的能力持续下降。
“拨改贷”是减轻财政供应资金压力的第一步，第二步便是向国有银行寻求长期资金支持。
当时的理论界也开始探讨发展中长期贷款作为固定资产再生产资金的补充来源问题（曹尔阶，1985）
，国有企业的资金供应主体逐渐由财政转移至金融部门。
1979年以后，财政基本上不再对国有企业提供流动资金，而且投资在固定资产上的比例开始大幅下降
，银行开始并逐步扩大发放对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贷款。
　　改革开放以后，中长期贷款占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不断上升，贷款呈现出明显的长期化的趋势。
如图5.1所示，人民币中长期贷款余额由1980年末的47.5亿元上升至2006年末的106512亿元，年均增
长36.2％，增长速度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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