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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速度型金融模式及其转换

金融摸式概念的导出

我国银行业务一贯是以经济的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就银行功能而言，经济增长率等于信

贷规模与信贷投入产出率的乘积。 也就是说，银行可以用扩大信贷规模的方式，也可以用提

高 信贷投入产出率的方式促进经济的增长。采取前一种方式，实质上是依靠加快信贷总量的
增长速度，增加信贷资金供给，满足经济增长对资金的需求，本文称这种方式为速度型金融

模式（简称速度模式）；采取后一种方式，主要是优化 信贷组合，提高信贷投入产出率，本
文称之为效益型金融模式（简称效益模式）。

速度摸式运行特征与实证

长期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我国银行是运用速度模式来推动经济增长并求得金融事业
发展的。速度模式的运行是以 信贷总量扩张、 强化负债管理和粗放经营为基本特征的。各家
银行都不断追求 信贷总蜇的增长速度，甚至盲目扩大 信贷规模。 信贷总景扩张机理贯穿到银
行的发展战略、金融决策、 管理方式和营运机制以及业绩考核等全部过程之中；而信贷资产

在部门和产业上如何合理配置，信贷资产长短期比例和地区分布等 ，既没有具体的目标，又缺
乏切实可行的措施，使信贷结构不合理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信贷资金周转速度减缓，沉
淀贷款愈积愈多。为了保持信贷总量扩张得以实现，在处理信贷资金来源与运用关系上，银

行的经营重心长期放在负债管理上，存款被推崇为 “ 首要任务” 、 “第一位的工作“ ，大量

增设机构，敷设网点，扩充人员，为吸收资金在外延上投入大量的大财物力；而信贷资产业

务经营粗放，贷款管理办法40年 一贯制，贷款原则 “老三条＂ ，缺乏有效的措施来保障信贷

资金的使用效益和避免信贷风险，以致出现信贷总械扩张与信贷使用效益背向运行的局面。
1979年至1988年，全国银行总存款由1340亿元增加到7246亿元，贷款总规模由2040亿元

增加到10551亿元，货币投放蜇由268亿元增加到2134亿元，10年间分别增了4.17、4.4和6.96

倍。银行存贷业务和货币投放不仅增长速度 快，而且增长率呈递增势态。以贷款为例，1984
年比1979年翻第一番用了5年时间，1987年比1984年翻第二番只用3年时间。

我国银行的资产业务、 负债业务和货币投放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1983年
至1988年，我国银行的资产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4.32%，比同 一时期美、英、法等国主 要 银

行的资产平均增长速度高12.75一17.20个百分点；我国银行的存款业务年平均增 长 速 度 为
22.05%，比同 一时期内美、 英、法、 日等 主要银行的存款速 度 高10.27-17.28 个百分点

（详见表一）；1979年至1982年，我国货币投放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7.88%，比同 一时期美、
英、 法、 日 4国的货币投放增长速度高8.27一13.8个百分点（见表二）。1982年至1988年，
我国的货币投放年平均增长速度猛升到30,15%，比其他国家货币投放增长速度更高9

_. 36 -



表－ 1983一1988年美、英、法、日四国主要银行业务发展速度

＿ I 存速款度增长％ 1 济速产度增长％ 1 所界万排银列存彴在次画
美国 花旗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摩根银行 I 4, 77 I 7. 12 I 12、37、49
英国 巴克莱银行、威敏斯特银行、密德兰银行、劳埃德银行1 10.24 I 10.69 I 14、19、36、39
法国 国民银行、里昂银行、兴业银行 I 11. 78 I 11.57 I 13、18、24

日本 第一劝业银行、住友银行、富士银行、三菱银行、三和银行1 10.89 I I 1、2、3、4、5、

数据计算资料来源： «经济日报》1989.8.16第四版；陆辉主编译： «日本住友银行经营管理方法》第竹页；甘培根
编： «外国银行制度与业务参考资料)'第76一78页。

表二 1919一1982年货币投放年平均增长速度

1美国1英国！法国 日 本

I 687 1 87 1 9五：飞；货币 投 放增 长速度（％）

资料来源：范慕伟编： 《世界经济统计资料摘要>'第44一47页。
我国银行的信贷投入产出率是逐年下降的。1979年，百元工农业总产值占用贷款（年末

数）31.79元，1988年上升到44.49元。其中百元工业产值占用贷款，1979年为10.79元，1988
年上升到14.04元；百元工业贷款创造利税额，1979年为171.09元，1988年降到59.79元，信
贷资金创利水平也呈下降趋势。

速度模式的经济决定与体制支撑

我国银行之所以选择了速度模式，并非是由主观意志，而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按生产
决定流通的理论，金融政策、金融结构和金融业务都要从属、适应、服务于经济发展的 需
要。我国经济是数量扩张型经济，金融也只能选择速度模式。速度模式得以实现，还必须构
筑在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体制基础之上。近10年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既革除了旧体制的一

些弊病，同时也破坏了旧体制的约束功能。而新体制的约束机制尚未建立和健全起来，机制
性的信贷扩张便支撑起速度模式的框架。

1 .资全需求拉动信贷扩张。过去10年里，我国经济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到2000年产值翻
两番目标进行的。为尽快摆脱贫困，改变落后面貌，许多地方提出了提前翻番、多翻快翻的
口号。实现产值高速增长首先遇到生产能力的障碍，兴办企业、多办企业、办大 企 业成为
产值翻番的首要选择，致使积累率居高不下，争投资势头久盛不衰。中央搞沿海战略，省、
市搞沿江战略，县（市）搞沿佚路战略，乡镇搞沿公路战略，层层争项目，层层设重点，资
金需求长期处于亢奋状态。资金从哪里来？财政收入毕竟有限，靠企业积累远水救不 了近
火，全社会的资金矛盾都集中到银行身上。银行的地位提高了，但银行的作用却被简单化
了。所有银行都把筹集资金作为压倒 一切的任务，千方百计组织存款，扩大资金来源，增加
资金供应，满足产值增长的需要。产值的增长为银行筹集资金创造了条件，也创造了更多的
资金需求。在产值与信贷的相互推动下，产值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信贷规模越胀越大，但是
存款并非取之不尽，当存款满足不了贷款高速增长的需要时，银行被迫发行货币。1979年至
1983年，工农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下同）增长速度为9.6%，这一时期银行贷 款增
加1391亿元，存款增加1336亿元，贷款与存款增长基本持平。这一时期银行货币发行 232 亿
元，年平均净投放货币56亿元。1983年至1988年，工农业产值增长过度上升到20.84% ，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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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银行贷款增加7120亿元，存款只增加4570亿元， 贷大千存2550亿元，被迫发行货币1604亿
元以弥补信贷收支差额， 年平均净投放货币320亿元。

2. 信贷资全供给约束软化。 信贷扩张是信贷资金需求与供给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
信贷资金卖方市场的条件下，信贷规模的扩张程度取决于信贷资金的供给。信贷资金供给并非
是任意的，而是要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实现， 问题在于信贷供给约束软化。 为革除信贷资金
统收统支、指标管理的弊端， 从1979年开始实行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改革， 先后实行了 “存贷
挂钩， 差额包干” 和 “实借实存” 的管理体制。 信贷资金切块分割到基层经营行， 基层经营
行除按规定交足存款准备金外， 可以自主组织运用资金。 这种改革措施， 对于调动基层行组
织、 融通资金的积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这种体制对信贷总供给的约束是十分乏力
的。 首先， 信贷计划对资金供给约束软化。 在指标管理体制下， 信贷总供给受计 划 集中控
制， 信贷扩张具有一定的可控性；体制改革后， 信贷规模实行指导性计划管理， 经营行可以
多存多贷， 信贷扩张权分散， 每个经营单位是一个信贷扩张点， 信贷供给可控性严重削弱。
其次， 资金约束乏力， 经营行不仅可以多存多贷， 还可以多拆借多贷， 甚至可以占用联行资
金发放贷款。 第三， 中央银行再贷款约束乏力， 由于专业银行集政策性业务与经营性业务于
一身， 非政策性业务挤占政策性业务信贷资金， 如农副产品收购贷款被挪作他用后， 收购农
副产品时， 中央银行被迫增加信贷投放， 即使专业银行非政策性贷款超贷后引起存款不能保
付时， 中央银行仍然要增加再贷款维持其生存。

3. 信贷扩张的利益冲动。 与信贷供给约束软化相反， 信贷扩张的冲动却十分旺盛。 在
银行的财务体制上，1980年实行企业基金制度，1983年又改为利润留成。1988年农业银行还
试行了财务承包。 银行的经营成果与经济利益挂钩后， 银行主要是通过扩大存款规模增加利
差收入， 多创利， 多留成， 既可增强企业发展能力， 职工又可以得到更多的实惠。 目前在城
市， 特别是中小城市和大集镇上， 那里为数不多的高层建筑上， 大都挂着银行的牌子， 这就
是很好的证明。 实行信贷扩张， 还可以获得超经济利益。 由于信贷资金的分配涉及到中央与
地方的经济关系， 许多地方为争取更多的资金份额， 上至省长、 市长， 下至乡长、 镇长都亲
自出马向上级银行寻求贷款支持， 同时又鼓励当地银行多发放贷款。 以致出现某些地方的银
行因贷款超放， 占用他行资金受到上级行批评或制裁时， 地方不仅为当地银行说悄， 还帮助
银行承担责任， 甚至这些银行的负责人因超计划放款， 受到地方的提拔或重用。

4. 均衡机制失灵。 信贷资金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不论何时何地总是存在的， 利率是实现
信贷供给与需求平衡的重要调节手段。 利率的提高或降低， 可以影响资金供求， 从而实现信
贷供求的均衡。 长期以来， 我国的银行利率没有发挥调节供求的作用。 因为只有利息的多少
影响企业的发展和个人经济利益时，才能发挥均衡作用。 在企业吃财政 ”大锅饭“时，利率没有
发挥调节作用的条件。 实行利改税和企业承包经营后， 利率对企业的经营决策虽有一定的影
响， 但利率作用范围仍十分有限。 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障碍： 一是利率偏低。 由千贷款利
率低于企业资金利润率， 企业举债愈多， 创利额愈大。 二是利率僵硬。 利率由国家统 一 制
定， 银行只能按规定执行， 不反映资金供求关系。 这些都刺激了企业的负债欲望， 对信贷扩
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速度模式对经济与金融的影响

速度榄式在起始阶段和 一定的时期内， 为经济发展积累了大队的资金， 刺激了经济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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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但是，这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模式。当信贷增长超过国民经济可承受的极限时，就会产生
许多消极作用。下面着重谈谈速度模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1. 信贷规模超速增长，导致国民收入超分配。银行信贷投放是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手

段，信贷投放无论创造的是现金还是转帐货币，都是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此，信贷
的增长速度必须与物资供应增长速度相适应。1988年，全国国民收入总额11533亿元，比1979年
增加8183亿元；按1979年信贷分配占国民收入60.9％的比例计算，只需要增加 贷 款4983亿

元，实际增加8511亿元， 多增加了3528亿元。这是国民收入超分配的重要原因之一，使社会
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缺口进一步拉大。

2. 加 剧经济结构失衡，妨碍经济效益提高。银行信贷业务的超速增长，增加了信贷资

金供给，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金得到较高程度的满足。在资金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商品物资

市场呈虚假的繁荣，长线产品、低劣产品仍然可以找到销路。同时，经济效益差的亏损企业

可以借助信贷支撑着产值的高速增长，并与经济效益好的企业争燃料、争材料。这样使长线
产品更长，短线产品更短，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经济效益进一步下降。

3. 速度模式下通货膨胀具有顽固性，信贷紧缩只能起短期效应。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是

我国通货膨胀产生的根本原因，而在速度模式下，通货膨胀具有顽固性的特征。信贷超速增

长，使产值增长对信贷需求的期望值愈来愈大，货币刺激的胃口越吊越高 Q 当国民经济承
受不了信用膨胀和通货膨胀时，被迫进行紧缩。但是紧缩只是强制性地控制信贷供给，信贷
需求并没有压下来。当信贷紧缩到国民经济承受不了的时候，被迫进行放松。放松之后，被

压抑的信贷需求立即爆发出来，信贷规模又以更快的速度膨胀。从1979年到现在，我国进行
了4 次紧缩，1981年上半年冻结工业企业存款，1983年下半年收紧农村信贷投放，1985年下

半年和1988年下半年进行 全面紧缩。尽管紧缩措施一次比一次强硬，但前 3 次紧缩后的膨胀
一次比一次厉害。现在处在又一轮的紧缩之中，通货膨胀会不 会再度 发生？乐观的估计是
没有根据的。因为这次紧缩与前几次紧缩方式没有根本的区别，都是采取（而且似乎别无选

择）行政手段， 直接控制信贷规模。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就是这次紧缩遇到的困难和阻力
比前几次都多，连直接的物物交易现象也发生了，如果不实行金融模式转换，膨胀仍将不可
避免。在顽固性的通货膨胀面前，实行信贷紧缩只能产生短期效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用

膨胀和通货膨胀问题，也不可能走出 “紧缩一膨胀一再紧缩一再膨胀” 的恶性循环．
4. 银行自身陷入信贷高速增长的陷阱。信贷膨胀后必然要实行紧缩，每 一轮信贷紧缩

如同一次金融危机，引起大鼠的贷款沉淀。紧缩期间，那些依靠贷款维持生存的亏损企业一

獗不振，一些 “半拉子” 工程 纷纷下马，原积欠银行的贷款都成为 “死钱＇， ，政策性亏损企
业的亏损增加，一些好的有效益企业也因资金短缺，由盈转亏，亏损大蜇挤占信贷资金。

速度模式的转换

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速度模式不可能是永恒的，它的产生有其客观条件和必然性，向
效益模式转换同样是必然的。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用三年时间治理经济环境、 整 顿经 济
秩序， 这为金融模式转换创造了一个良好的 “大气候” 。 “治理、整顿“ 要控制过热的经济
增长速度，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的发展。可以预见，贯彻 “治
理、整顿”方针，将会改变我国经济建设重速度、轻效益的格局。信贷资金供求矛盾虽然还

会长期存在，但经济过热拉动信贷盂求膨胀的问题将相对缓和，银行部门要抓住这一契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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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模式转换。
实行模式转换从总体上讲， 就是不断提高信贷资金经济效益， 以效益为中心， 适当控制

信贷规模的增长速度， 实现速度与效益的统一。 按照这个目标要求， 银行部门的经营行为、
经营方式和管理体制等要进行系统的调整和改革。

1. 矫正目标偏差。 模式选择归根到底是货币政策目标问题， 实行金融模式的转换， 首
先要调整货币政策目标。 银行的货币投放、信贷收支必须以稳定币值为首要目标， 彻底放弃
用通货膨胀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幻想， 放弃用货币投放来支撑产值高速度的作法。 近10年的实
践已经证明， 只有币值稳定， 经济才能发展；否则， 盲目扩大信贷规模， 超负荷发行货币，
必然引起经济紊乱， 结果是欲速而不达。 经济发展是银行业务的重要目标。 银行为经济发展
服务， 也并不等于为产值服务；产值增长要有一定的速度， 更要有经济效益。 矫正目 标 偏
差， 在货币投放上， 要改变按经济增长率加通货膨胀率确定货币发行的作法， 依据国民收入
的增长确定货币发行量。 在信贷规模上， 不能把货币投放作为平衡信贷收支的缺口， 而要以
货币投放来控制信贷总规模；在贷款的选择上， 不能完全以产值的增长作为信贷的投向和投
量的依据， 而应以经济效益确定投向和投量。

2. 强化和改善全触宏观调控。 信贷规模超度扩张， 货币投放失控， 既有金融宏观调控
权力分散的问题， 也有调控措施不力的问题。银行的信贷投放既受中央银行的控制， 又受到
专业银行上级行的制约， 还要受地方政府的干预。 多头决策， 多头控制， 相互抵消力量， 使
宏观调控目标落空。 解决这个问题， 要强化中央银行的调控权威性和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
性。中央银行分支机构要按经济区域设置。货币投放、信贷规模的控制要服从货币 投 放 总 目
标， 不受行政干预和地方干预。 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尽量减少直接的政策性贷款项目， 如扶贫
贴息等， 已安排的政策性贷款要纳入货币投放计划， 防止政策性贷款过多、过滥而影响信贷
收支平衡， 冲击货币投放计划。 加强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 重要的是要改革调控方式。 全国
统一一个存款准备金比例， 统一再贷款利率， 而且长期固定不变， 这在经济结构失衡、经济
不稳定的情况下， 对宏观调控是极其不利的。 改革调控方式可实行 “分层调控、分类调控“。
分层调控， 就是根据调控对象的层次性（货币投放、 信贷规模）和管理的层次性（总行、分
行）的不同要求， 在不同的管理层次间划分相适应的调控范围， 发挥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整
体功能。如货币总量调控权集中在中央， 存款准备率调控权可下放到中央银行的分行， 由分
行根据不同时期内货币投放速度与信贷规模的增长情况， 采取灵活措施适时调节， 保持货币
总目标的实现。 分类调控， 就是要采取有区别的货币政策， 在存款准备金、再贷款分配和再
贷款利率等方面体现产业政策、区域政策， 扶持农业、能源和交通等短线产业的发展， 避免
在银根紧缩时信贷 “一 刀切” 给经济和金融工作带来大的震荡。

3. 实施配套改革， 强化效益约束。 过去的10年， 银行的改革， 无论是资金体制、信贷
体制还是财务体制， 都是陨绕放权让利这根主线展开的。 放权让利， 对调动基层组织资金、
增收节支的积极性是必要的， 但是由千缺乏配套的约束机制， 放权让利产生了重视银行内部
效益、忽视社会效益的偏向和某些短期行为。 实行模式转换要强化社会效益对专业银行经营
活动的约束。 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下， 国家银行首先应以社会效益为主要目标；专业银
行实行企业化经营是必要的， 但银行的内部效益应建立在社会效益提高的基础上。 银行讲求
社会效益要落到实处，必须相应建立社会效益指标的考核体系，要对信贷资产的投入产出率、
佑贷资产的结构实行监控，使社会效益与银行内部效益达到和阱匀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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