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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政策性使命的即将结束，我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又开始了商业化转型，正
在探索以资产管理业务为主，以投资银行、金融租赁、担保、信托、证券、保险等业务为依托的综合
性金融业务，朝着金融控股公司的目标迈进。
　　在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今天，金融始终占据着经济运行的核心地位，是市场经济的灵魂。
回顾评价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和实践，客观分析、总结中国不良资产处置的成功经验，无疑会对
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和金融风险的控制起到借鉴作用，也会为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在今后商业化转型的
历程中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建议。
　　基于此，我们在亲身经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过程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商业银行重组、不良资产
处置的方式、方法以及相关法律、政策、技术的学习、理解和操作经验，结合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处置不良资产的实践，对近年来我国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的主要内容和范围以及金融资产管理的运作
进行分析，重点是对目前资产管理公司较多采用的资产处置方式进行阐述，比如债转股、资产打包、
债务重组、证券化等，进行重点描述，对涉及流程、理论、技术关键点等内容进行整理，并选择相应
案例进行补充说明。
对于在资产处置中所占比例不大或处置流程相对固定成型的处置方式，比如资产置换、法律诉讼等，
将有选择地进行理论提炼和经验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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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金融体系改革和银行改制的回顾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的角色变迁：金融体制改
革的缩影　　一、中国人民银行的转型：从集权到分权的管理框架演变　　无论多么现代的市场化社
会都离不开政府，而经济体系的运转也离不开中央银行。
政府要调控市场，需要中央银行来为其代理货币发行；还要借助中央银行为国家管理黄金和外汇，管
理其他各种金融机构，并通过它制定和实施金融货币政策；在商业银行出现支付风险的时候，中央银
行为稳定金融体系对“问题银行”实施救助。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理论界认为中央银行至少应包含三类功能：发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和银行
的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国的中央银行，在改革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它需要一个机制来实现上述的三种
职能。
发行货币的功能自不必说，由于计划经济固有的“裁判员”和“运动员”掺杂不清的问题，人民银行
确立“政府的银行”这一角色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在1984年以前，中国人民银行既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又对企业单位和居民个人办理存、贷款等业
务。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逐步回归中央银行本位，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系
框架内，逐步分离具体行业监管职能，强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其角色逐步
演变、职能层次日渐丰富，可以视作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缩影。
　　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同时决定成立中国工商银行，办理
有关商业银行业务。
中国人民银行的商业银行业务开始正式分离，“裁判员”和“运动员”难题得到了初步解决，人民银
行集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商业银行等职能于一身的高度计划经济的体制终于被打破了。
这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迈出的一大步，也为日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不良资产处置与金融资产管�>>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