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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1_E9_93_B6_E8_c49_83405.htm 1.中央银行是一国最高

金融管理机构。中央银行制度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产物，它的产生有其客观经济基础。 2.中央银行的发展大致

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9 世纪 40 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前，中央银行初创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到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中央银行快速发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今

，各国对中央银行加强控制时期。 3.20 世纪初清政府户部银

行的建立是中央银行在中国的萌芽。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新中

国的中央银行，是 1948 年 12 月 1 日在合并原华北银行、北海

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组建的。 1983 年 9 月以前中国

人民银行一身两任，既是行使货币发行和金融管理职能的国

家机关，又是从事信贷、结算、现金出纳和外汇业务的金融

企业。 1983 年 9 月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

行职能，标志着我国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确立。 4.由于各国

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不同，中央银行在

组织形式上具有不同的类型，主要有单一型、复合型、跨国

型和准中央银行型。 5.单一型中央银行体制由国家单独建立

中央银行机构，执行中央银行的职能，又分为一元的、二元

的和多元的三种具体形式。 6.复合型中央银行体制是指国家

不专门设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银行，而是由一家大银行既

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又经营般银行业务的银行管理体制。 7.

跨国型中央银行体制是指由参加某一货币联盟的所有成员国

联合组成的中央银行制度。 8.准中央银行体制是指在一些国



家或地区，并无通常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只是由政府授权某

个或某几个商业银行，或设置类似中央银行的机构，部分行

使中央银行职能的体制。 9.中央银行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重

要机构，具有三项重要职能，即“发行的银行”、“银行的

银行”和“国家的银行”。 10.中央银行作为“发行的银行”

，独占一国的货币发行权，同时也对调节货币供应量、保证

货币流通的正常与稳定负有责任。 11.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

银行”，只与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发生业务往来，充当

最后贷款者、集中管理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作为全国票

据的清算中心以及监督和管理全国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

构。 12.中央银行作为“国家的银行”，代理国库、代理发行

政府债券、为政府筹集资金、代表政府参加国际金融组织和

各种国际金融活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等。 13.中央银行资

产负债表是中央银行全部业务活动的综合会计记录。由于各

国在金融体制和信用方式方面存在差异，不同国家的中央银

行资产负债表在项目的多寡、内容及各项目在总资产或总负

债中所占的比重各不相同。 14.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内容都

可划分为两类：资产和负债。中央银行的资产主要包括贴现

与放款、各种证券、黄金外汇储备和其他资产；中央银行的

负债主要包括流通中的货币、各项存款和其他负债。 15.中央

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负债具有恒等的关系，即资产 = 负

债 资本项目。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整自身的资产负债结构进

行宏观金融调控。 16.清算业务是中央银行的一项传统业务，

现代中央银行通过直接经营支付清算系统开展清算业务，支

付清算系统主要包括大额实时全额支付系统和小额定时批量

支付系统两种类型。中国人民银行组织银行间同城资金清算



和异地资金清算，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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