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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金融统计（1949-2005年）》终于和大家见面了，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金融统计是国家统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五十多年来，金融统计始终围绕我国金融工作的中心服务，以其综合、灵敏、及
时的特点，提供了准确可靠的金融统计资料，在国家宏观调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立了许多新的金融机构，金融业务不断创新，新的金融工
具相继涌现，金融对外交流与开放步伐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日益深入，金融业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和金融稳定方面的职能持续强化，这些工作都对金融统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和挑战。
面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金融业的改革创新与发展，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工作者不断地对金融
统计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以适应金融体系运行中的各种变化。
几年来的实践表明，金融统计各项制度的改革，基本上实现了金融统计从服务于计划经济向服务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较好地满足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及相关部
门对金融统计信息的需求，同时为金融机构自身的经营管理提供了必要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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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不仅汇集了2000年至2005年最新的统计数据，还发掘增补了1949～1951年的统计数据。
此前出版的统计资料，最早起始年份都是1952年，均未包括1949～1951年的金融统计数据，此次出版
填补了这个空白，因此，本书能够更加全面、真实、连贯地记录和反映中国金融的发展进程和改革成
果。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各年度金融统计情况、金融统计主要指标时间序列表。
本书能够更加全面、真实、连贯地记录和反映中国金融的发展进程和改革成果。
此书将为分析、研究金融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十分专业、翔实、系统和权威的数据平台，是从事分析、
研究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一部很有价值的大型资料性、历史性的金融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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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负债表　　　1.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　　　2.存款货币银行资产负债表　　　3.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负
债表　　　4.其他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　　　5.城市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　　　6.外资银行资产负债表
　　　7.城市信用合作社资产负债表　　　8.农村信用合作社资产负债表　　　9.邮政储汇局资产负债
表　　　10.特定存款机构资产负债表　　　11.财务公司资产负债表  四、国际金融统计　　（一）黄
金、外汇储备　　（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第二部分  金融统计主要指标时间序列表　第二部分编制
说明  一、人民币信贷收支主要指标时间序列表　　（一）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主要指标时间序
列表　　（二）国家银行人民币信贷收支主要指标时间序列表　　（三）政策性银行人民币信贷收支
主要指标时间序列表　　（四）国有商业银行人民币信贷收支主要指标时间序列表　　（五）其他商
业银行人民币信贷收支主要指标时间序列表　　（六）农村信用合作社人民币信贷收支主要指标时间
序列表　 二、外汇信贷收支主要指标时间序列表　　（一）金融机构外汇信贷收支主要指标时间序列
表　　（二）国家银行外汇信贷收支主要指标时间序列表　　（三）政策性银行外汇信贷收支主要指
标时间序列表　　（四）国有商业银行外汇信贷收支主要指标时间序列表　　（五）其他商业银行外
汇信贷收支主要指标时间序列表　　（六）农村信用合作社外汇信贷收支主要指标时间序列表  三、
本外币信贷收支主要指标时间序列表　　（一）金融机构本外币信贷收支主要指标时间序列表　　（
二）政策性银行本外币信贷收支主要指标时间序列表　　（三）国有商业银行本外币信贷收支主要指
标时间序列表　　（四）其他商业银行本外币信贷收支主要指标时间序列表　　（五）农村信用合作
社本外币信贷收支主要指标时间序列表专栏[1]：农业贷款专栏[2]：个人消费贷款专栏[3]：不良贷款
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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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编制的基本原则在第一部分资料的编辑过程中，编者坚持“真实、完整、科学”的基本原
则，即：真实反映各历史时期统计指标的设置和数据原貌，完整再现金融统计体系中各类金融机构相
关业务的统计数据，按照金融机构及其业务产生的先后顺序，科学组织各类金融机构在不同历史时期
的金融统计数据。
同时，准确解释主要统计指标含义，说明金融统计制度变化以及金融机构的变迁，使本资料更加实用
。
该部分资料以机构为主线、时间为辅线谋篇布局，反映信贷收支统计、现金收支统计等各年度情况。
二、金融统计的发展背景演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社会背景下，金融统计管理体系、金融
统计指标设置、统计框架、指标含义和统计口径等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并渐趋科学和完善。
1949-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的这三年时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通过整顿、改造、改组、撤并、接管、取消等有效手段，使私营银行、公私合营银行为当时的国民经
济恢复、支持经济重建作出了积极贡献。
此时，金融业务相对单一，信贷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大力积聚资金，积极支持国营经济及合作社经济的
发展并坚持“先工后商”的原则。
金融统计指标比较单一，只有对公、对私的存贷款和储蓄存款等。
1953-1978年，我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实行高度集中的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管理体制。
国家逐步将公私合营银行纳入中国人民银行体系，成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成为人民银行开展农村金
融工作的有力助手。
在国家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银行信贷业务坚持“统存统贷”的原则，信贷收支统计报表
成为执行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形式和手段之一。
1979-1996年，我国处于改革开放新时期。
实现了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业务与商业（专业）银行业务的分离，确立了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
位、职能等基本框架，成立政策性银行，明确要把国家专业银行办成国有商业银行。
积极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合作银行。
逐步实现了金融机构多样化、职能专业化，金融机构体系进一步丰富。
与之相适应，在金融统计体系中出现了政策性银行、其他商业银行、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金融
租赁公司等汇总类的信贷收支表。
1997年以后，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金融体系不断丰富、金融业务得到充分发展，金融
统计制度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中国人民银行于1997年建立、实施了金融统计“全科目上报”体系。
“全科目上报”统计体系在指标的设置、统计项目的归属和统计数据的质量控制等方面凸显出规范、
统一、高效等优越性。
1997年以后的金融统计数据来源于“全科目上报”指标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各种数据加工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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