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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B_BD_E5_AE_9E_E8_c33_41854.htm 银行与证券分业管理制

度起源于经济危机后的美国，1929年，西方国家出现严重经

济危机，经济一片萧条，银行纷纷倒闭。从1929年到1933年

，美国银行倒闭达9000家。美国国会对这次危机进行了调查

，认为银行倒闭的重要原因就是银行从事了大量高风险的证

券业务。于是，美国国会于1933年通过了《格拉斯一斯蒂格

尔法案》，率先实行了银行与证券的分业管理制度。后来，

英国、瑞典、日本等国也实行了分业管理制度。 80年代以后

，西方金融界掀起了自由化的浪潮，随着新技术和金融创新

的迅速发展，银行业和证券业的业务界限越来越模糊，美国

、英国、日本等国也开始放松了对分业管理的有关规定，银

行业和证券业出现重新融合的趋势。 我国证券市场在发展初

期实行的是证券与银行合业管理。当时。国内绝大多数证券

经营机构都是由银行全资或控股设立的，这对我国证券业早

期的建立和迅速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随后几年的实

践表明，银行与证券合业管理引发了许多问题。因此，我

国199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

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

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商业银行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该

法奠定了我国银行业与证券业分业管理的法律基础。 1997年

上半年，一些机构从各种途径违规拆入银行信贷资金用于新

股申购和股票炒作，造成沪、深股票市场大幅飚升，投机盛



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在此情况下，中

国人民银行下发了《关于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票市场的

通知》、《关于各商业银行停止在证券交易所回购及现券交

易的通知》。这些政策文件对于杜绝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

投机，切实贯彻我国《商业银行法》确立的银行、证券两业

分离政策，起到了积极作用。 现阶段，我国尚不具备银行和

证券业合业管理的条件，只能实行银行与证券业分业管理制

度，主要原因如下： 1我国证券市场发育不成熟，两业融合

会助长证券市场的投机。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表现有很大

的投机性，1995年上海A股市场流通股换手率高达519%，1996

年底，深圳市场平均市盈率高达55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

银行与证券合业管理，银行资金会大量流入证券市场，势必

扩大对证券的需求，造成市场的虚假繁荣，加剧证券市场的

波动和投机，不利于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2两业

融合会影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在现阶段。我国证券

市场还不成熟，企业融资仍以间接融资为主。在银行资金总

量一定的情况下，大量银行资金流入股票市场，不仅打乱了

股票市场的均衡机制，还挤占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信贷资金

。一旦经济体系中资金需求大量增加时，会迫使中央银行加

大基础货币的投放量，使货币发行失控，对经济发展和社会

稳定造成严重危害。 3银行资金实力强，两业合一易产生垄

断，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商业银

行的数量较少，如果允许银行利用自己的信贷便利从事证券

业务，必将产生垄断，形成不公平竞争。此外，证券经营机

构过分依赖银行，也不利于证券经营机构自身的发展。 4我

国银行自我控制能力较弱，两业合一不利于银行体系的安全



。我国国有银行商业化进程还未完成，银行本身的预算约束

软化，防范风险的机制不完善。如果允许银行用其信贷资金

购买并炒作股票，会把股票市场的投机风险引入银行体系，

增加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危及整个银行业的安全。我国银行

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社会公众存款，银行业不稳会使广大存款

者遭受损失，进而危及社会稳定。 5我国金融业缺乏严格的

法律约束，两业合一会引起金融秩序的混乱。从西方国家银

行证券合业的实践来看，银行兼营证券的重要前提是金融证

券法规比较完善，银行兼营证券的风险可以控制在较安全的

范围内。由于我国的证券法律法规尚不完善，两业合一会给

我国现行的金融秩序带来混乱。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