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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七章。
    第一章，导论。
针对论文的选题、国内外研究现状做必要的交代。
本章从国内外相关的大量文献中，梳理对本文有指导意义的经济理论，最终将本文的研究视角定位于
以服务经济的发展为主线，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研究个人金融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分析中
国个人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和障碍，最终提出解决方案。
    第二章，个人金融概述。
分析界定个人金融的概念、特点，从金融的特点和服务业的特点出发阐述了个人金融的地位、作用和
发展趋势。
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对个人金融的概念从理论上给予准确定义的文献。
本章从对金融的定义出发，将个人金融区别于个人理财、家庭金融等概念，将个人金融定义为“以个
人身份为主体进入金融市场，参与金融活动包括货币融通和信用活动的过程”。
    第三章，个人金融相关理论线索。
本章在浩瀚的经济和管理学海洋中，梳理出两条主线，作为搭建本书理论基础的背景指导：第一，经
济发展与金融发展的关系。
笔者选取了如下内容：一国在经济发展的各阶段之主要特点；金融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及关系；经
济发展的过程中服务经济逐渐成为主要趋势的规律以及服务产业发展的特点；金融作为服务产业发展
的特点。
从中总结和推导从服务的角度出发，个人金融与经济发展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
第二，金融创新理论。
通过对创新理论的分析和思索，对大量经济、制度和金融创新理论的梳理，总结金融创新的各个方面
和不同层次包括金融创新的内容、动因和机制，关注制度创新的重要地位。
发展中国家由于体制、改革方式取向等多方面因素与金融制度创新选择的关系，是本部分的重点。
    第四章，个人金融与中国经济发展。
本章是本书的重点部分之一。
在本章节的铺垫下，对中国个人金融的发展历程进行剖析，并对个人金融的发展与经济发展间的相关
性做了数量验证。
本章将个人金融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并从四个部分分析我国个人金融发展历程。
    第一部分，计划经济下的个人金融。
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不存在个人金融发展的物质基础，市场需求也很少。
个人金融的特点是封闭、萎缩，金融产品、金融发展、金融制度不健全。
    第二部分，我国经济转轨与个人金融发展。
主要围绕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进程和服务经济为主线展开。
第一阶段：1978-1992年，中国经济运行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探索阶段，中国的银行从制度上还在整个经
济改革中找寻自身定位，个人金融无论是业务量还是产品品种所占份额都很低。
我国资本市场开始发育，个人投资意愿崭露头角，对于个人金融产品的需求出现。
中国的服务行业开始复苏，出现了个体小商贩进行的一些零售商业服务活动。
第Z-阶段：1992-2000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运行市场化初步建立。
国有四大专业银行明确地开始进行商业化改革，国有银行开始实行商业化运作，直接融资市场开始发
育，保险也进一步开始了商业化运作。
金融服务在这个阶段开始被提及，在国有银行商业化运作、直接融资市场开始发育、保险公司实行市
场化运作的背景下，消费者对金融企业提出了金融服务的需求，但金融企业尚未树立明确的服务理念
，与消费者的要求不相适应。
第三阶段：2001-2003年。
中国经济运行体制市场化逐步深化发展，给金融的整体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个人金融服务成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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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生活中服务行业的重要内容和衡量金融企业的重要依据。
但是由于金融改革的滞后，作为服务业，个人金融市场化程度低，和市场的需求仍有较大的差距。
    第三部分，加入WT0与我国个人金融的现状。
加入WTO外资金融机构开始逐渐进入我国市场，一方面带来了新的经营理念，对于我国个人金融发展
，是一个带动和引领；另一方面，国内个人金融企业也因此而面临巨大压力和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
状况下，国内个人金融的发展在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新的气象。
因此，我国个人金融有了一个新的发展飞跃和态势。
    第四部分，我国个人金融分阶段发展的数量验证。
本章节用数量分析的方式对个人金融的阶段发展做了验证。
笔者在这一部分中遇到的最大困惑是有关数据处理的问题，个人金融的三个组成部分——银行、保险
、证券在技术上无法加总。
本章节最后采取了将三个板块分开，选取最有代表性的指标进行数量验证，最后得出的结果基本符合
实际情况。
验证了我国个入金融(个人储蓄、证券投资、购买保险)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更为
充分地说明了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个人金融发展的作用。
    第五章，我国个人金融发展实证分析。
主要通过实证的方式分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与个人金融(个人储蓄、证券投资、购买保险)的关系进行
验证，并建立预测模型。
最后，对模型主要估计结果做了经济解释：个人储蓄、投资、保险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个人储蓄
的当期结果、个人证券投资的当期结果、个人保险的当期结果对GDP均有显著影响。
这一结论较好地满足了对前面章节分析的验证。
    第六章，我国个人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和障碍分析。
本章是本书的核心部分。
本章结合我国实际，从经济发展过程中个人金融作为服务行业的一部分的视角，对于我国个人金融发
展中的问题，从制度、产品、服务、营销、品牌等多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主要包括：第
一，制度创新供给不足；第二。
产品创新不够；第三，个人金融服务方面面临诸多问题；第四，营销手段单一，品牌运作处于低级阶
段。
    第七章，我国个人金融发展对策。
本章也是全书的核心部分。
主要是根据前文的分析，结合经济发展和金融创新的理论，提出对策和解决方案。
包括：第一，制度创新。
我国金融制度创新主要的解决方案为：①逐步构建完善、和谐的金融市场组织体系；②建立完善金融
企业尤其是国有金融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③从政府信用出发，建立可操作性强的信用制度；④金融
监管创新。
第二，个人金融产品创新。
提出了个人金融产品和业务创新的三大方向并分析提出了每项业务下的具体操作。
第三，个人金融服务创新。
服务创新是本书的重要关注点。
对策包括：①服务方式创新；②服务渠道创新；③服务机构创新。
第四，个人金融营销创新。
主要对策包括：①观念改变，树立营销观念，以客户为中心；②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对客户群体进行细
分实行差别化服务；③注重新营销手段的运用；④运用关系营销观念，做好客户关系管理；⑤实施内
部营销管理；⑥个人金融品牌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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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导论　　1.1 本选题的意义　　对于“金融”的研究，人们习惯于从宏观的角度考察，大都与经
济制度研究、股份制改革等宏大的题目等同，“个人金融”似乎显得比较具体而细小一些。
应该讲，经济学就其本质和起源而言很大程度仍然是一门致用的科学，理论存在的价值不外对已发生
或即将发生的经济现象作出正确的解释和预测，惟其如此，经济科学才有证伪性，而宏大与否并不应
该是选题的标准所在，更为贴近经济学主旨的是是否具有理论研究的价值以及是否在经济生活中有需
要解决的症结。
　　从经济发展角度分析，经济总量的增加是必然的结果。
随着市场的推进，个人财富的绝对量呈上升的趋势，人们必定更加关注个人财富的管理和增值。
因此，对于金融的研究除了关注与经济宏观走向相关的方面外，还应该担负研究如何满足个人消费者
的金融需要的职责。
如何运用金融理论、采用恰当的金融工具、以专业的服务为个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财富管理及咨询，
如何通过专业的运作和良好的服务为个人客户定制解决方案，让金融真正成为个人的“消费品”，是
金融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对于经济的发展和全社会对于金融的认同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此，对于相关方面的理论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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