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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信用体系及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是现代商品经济正常运转不可缺少的“润滑剂”，
是现代商品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的前提和基础。
良好的信用及信用体系，可以减少社会生活摩擦，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经济交易效率，促进经济
社会和谐发展，把现代商品经济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
一方面，完善的信用体系为社会政治稳定提供坚实基础，良好的信用环境、健全的信用制度、完善的
信用体系，促进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保障现代商品经济正常运转；另一方面，作为信用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信用的好坏及政府管理、维护社会信用体系正常运转的能力，也对社会政治稳定
、商品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旦组成信用体系的重要信用链条断裂，信用危机、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就可能爆发，商品经济发展
受挫。
　　经济学意义上的信用与社会伦理学意义上的信用或诚信，既密切相关，又严格区别。
经济学意义上的信用，与商品经济发展和商品交换关系确立密切相关。
一般观点认为，交换的存在与发展决定于两个基本要素：社会分工和产品属于不同所有者。
社会分工越复杂，产品属于不同所有者数量越大，社会成员间的交换关系就越频繁、交换形式就越复
杂。
信用起源于产品的相互交换，产生于交换的高级阶段。
当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出现后，支付手段职能逐渐形成，只要出现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非现
货交易形式，就必然产生信用关系。
如果把产品属于不同所有者归属于产权的明确，那么可以得出：产权的明确和社会分工的发展，既是
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又是信用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在商品交换发展过程中，延期支付是
信用关系产生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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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用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探讨:基于信用风险管理的视角》是刘锡良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中国信用体系建设研究”的成果之一。
《信用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探讨:基于信用风险管理的视角》从信用制度建设本质、信用关系结构、信
用制度建设对经济效率作用、信用风险衡量、信用风险管理体系五个方面勾画出信用制度建设理论基
础的总体框架，指出实践中信用制度完整框架包括信用风险完全自己承担的信用制度、信用风险完全
转移的信用制度、信用风险部分转移的信用制度三部分。
《信用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探讨:基于信用风险管理的视角》偏重于对信用制度建设理论基础的探讨，
离具体付诸于实践还有一定的距离。
唯愿《信用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探讨:基于信用风险管理的视角》的研究在信用制度建设理论基础探索
的汪洋大海中是曾经飘过的一朵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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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信用制度与信用制度建设　　既然信用制度为信用交易中的信用风险管理而生，那么信用制
度的建设也就必然紧紧围绕信用风险的管理而展开。
信用风险的管理分成三大部分，信用制度的建设也同样包括与之相关的以下三大部分。
　　首先是信用风险完全自己承担的信用制度。
信用风险完全自己承担，就要求事先对信用交易的信用风险进行衡量，衡量的角度主要有：（1）交
易双方过去的信用交易历史怎样，即所谓的无信用交易无信用。
从这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对方的履约意愿。
（2）交易双方的现在经济实力怎样，从静态来看就是对方拥有或控制的权利束实力怎样。
这些直接关系到未来对手的履约能力。
（3）对交易双方未来经济活动的预测，是否在未来还会持续性地存在经济行为，是否有较强的未来
现金流的获得能力。
前者是在多重博弈的情况下思考其未来的履约意愿，后者是思考未来的履约能力。
因此，信用制度的建设需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1）信用风险衡量的原材料市场，即征信系统。
当然在解决原材料市场问题的时候，涉及交易主体的历史交易数据、现在拥有的权利束等，需要相关
的信息公开的法律文本和对应主体权利束鉴定的机构和法律，如不动产登记制度等。
（2）把原材料加工成信用产品的工厂。
这既可以由市场化的中介机构来完成，如各种各样的评级机构，也可以由交易双方自己来完成，即交
易主体自己根据获得的原材料把它加工成信用产品。
当然，这种产品的生产是放在主体内还是放在主体外，这一点在70年前伟大的制度经济学家科斯的《
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已经解决。
（3）如果是采用交易主体外的生产方式，即交易主体只需要直接的信用产品，则这种信用产品的交
易市场的建设就显得必需，包括市场的主体、客体、游戏规则、监管机构等方面。
　　其次是信用风险完全转移的制度建设。
这部分信用制度涉及的信用交易市场流通过程是权利束的最先转出方把自己将获得的权利束作为资产
整体售卖给第三方，获得转让收入，但同时失去债权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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