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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報告 

1979 年大陸改革開放後，銀行產業發展迅速、蓬勃，無論在質與量方面都

有巨大的變動。面對WTO，中國大陸更加快開放金融市場，建立金融制度，與國

際金融市場接軌。處於複雜關係的現代社會，金融領域的法人行動者要形塑凝聚

力，就必須透過第三方，也就是制度的建立。Jonathan Barron Baskin便認為，

制度為組織提供凝聚力，以使其各個組成部分結合為一體，並規定組織與外部環

境間的相互關係 (Jonathan Barron Baskin，and Paul J. Miranti, Jr.，1997)。

大陸銀行體系與制度的建立過程，就是將銀行組織與社會環境的關係加以規定的

過程，如何將銀行組織融入現今大陸社會的發展時期，當中制度發展的瞭解，於

是成為關鍵。 

因中共技術官僚的主導，大陸銀行體系，也在 90 年代末期，初步形成。

中國銀行體系的改革發軔於80年代中期（韓文亮，2000），由於經濟改革開放，

造成中國大陸社會的劇烈變革，大陸銀行體系也自80年代逐步建立。在第一年

的計劃研究中，我們初步將大陸銀行產業二十年多年的制度發展、外商與本地

銀行的分佈、銀行監管、金融法律沿革做一初步整理，以下將就這幾個面向，

一一詳述。 

一、中國大陸銀行產業之發展概況 

大陸金融市場二十多年來快速發展，從計劃經濟體制轉軌到市場經濟體

制，不管是組織或制度皆有重大改變，大陸金融市場從全面管制到加入 WTO 開

放金融市場，共歷經六個發展階段（陳永富，2003）。1984 年成立多家商業銀

行，大陸銀行體系也在這年大致建立完成，以人民銀行為核心的金融體系。1988

年上海成立第一個具備市場化、公開化性質的外匯調劑公開市場，外匯市場形

成。1990年開放外資金融機構在上海設立分支機構，使得上海成為大陸地區除

經濟特區外第一個引進外資金融機構的城市，之後外資銀行快速的進入大陸市

場。199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商業銀行法，顯示大陸當局想以商業銀行取代

專業銀行主導金融市場。2002年開放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對象擴及大陸



 2

本地企業，人民幣與外幣可自由兌換。2003年銀監會成立，確立銀監會、證監

會和保監會三會的金融分工監管體制，深化金融監管的工作。以下將金融市場

發展重點表列如下： 

表一、中國大陸金融市場的發展歷程 

時間 階段名稱 各階段發展重點 

1979年以前 全面管制 1970年以前，無外匯市場的存在。辦理金融業務

者，實質上只有中國人民銀行與農村信用合作

社。 

1979年中國農民銀行復業，承接中國人民銀行的

農業金融專業任務，結束自 1956 年以來中國人

民銀行單一銀行的體系；中國銀行自人民銀行獨

立，成為外匯專業銀行，制定「出口商外匯留成

試行辦法」，實施外匯留成制度。 

准許外資金融機構進入北京、上海等沿海經濟特

區設立代表處，人民銀行批准日本輸出入銀行北

京代表處的設立。 

1980-1985 開創階段 1980年加入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 

1980年中國銀行於12個城市辦理外匯調劑業務 

1982年中國人民建設銀行恢復辦理存放款業務 

1982年開始使用第一筆世銀貸款 

1983年國務院發布關於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

中央銀行職能之決定 

1984年中國工商銀行自人民銀行分離，成為辦理

城市工商貸款的國家專業銀行。至此，中國人民

銀行不再辦理一般存放款業務，成為專責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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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同時商業銀行及其它種類的金融機構也紛

紛設立。同年，亦正式建立以中央銀行為中心的

金融體系 

1985年深圳特區成立第一個外匯調劑中心 

1986-1993 形成 1986年國家外匯管理局頒佈「辦理留成外匯調劑

業務管理與運作規定」，付予外匯調劑業務管理

與運作之依據。同年底，大陸外匯調劑價格全面

開放，逐步形成區域性開放市場。 

1986年獲准加入亞洲開發銀行 

1988年於上海成立第一個具備市場化、公開化性

質的外匯調劑公開市場。 

1990年開放外資金融機構在上海設立分支機構 

1994年以後 發展 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實行匯率並軌、銀行結售

匯制度，人民幣經常項目有條件的可兌換，取消

貿易項目與貿易有關的非貿易經營性支付的匯

兌限制。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於上海成立，各地的

外匯調劑中心改為外匯交易分中心。 

 

1994年成立三家政策性銀行。同時，四大國有銀

行改組為商業銀行，不再辦理政策性貸款。 

199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商業銀行法 

1996年有限度開放上海浦東及深圳部份外國銀

行經營人民幣業務 

1999年取消外資金融機構設立地點的限制 

1999年成立四家資產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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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逐步完善

金融市場

之各項功

能 

進一步擴大銀行間債券市場，並提高債券市場流

動性。 

規範各類投資銀行，建立各種投資基金 

逐步增加外資金融機構，進一步擴大外商投資領

域；為鼓勵並吸引外資參與不良金融資產的處

理，提供法源依據 

2002年以後 加入WTO 2002 年第一家金融控股公司成立-中信控股有限

責任公司在北京成立 

頒佈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 

開放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對象擴及大陸本

地企業 

2003年銀監會成立，確立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

會三會的金融分工監管體制 

資料來源：楊雅惠，大陸外資金融機構的發展，大陸金融體制之研究，中華經

濟研究院，90年6月；陳永富，2003，中國大陸四大國有銀行經營風險之研究；

本研究整理 

二、大陸銀行組織概況 

大陸銀行體系發展是以中國人民銀行為核心，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多種

金融機構並存的金融體系，見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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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中國大陸銀行體系 

到2002年十二月為止，大陸地區共有3家政策性銀行、4家國有獨資商業

銀行、11家股份制商業銀行、111家城市商業銀行、180家外商銀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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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211家)、758家城市信用社法人機構及35544家農村信用社。大陸銀行

依性質來分，可初略分為（一）、政策銀行（二）、專業銀行（又可稱為國

有獨資專業銀行）（三）、商業銀行，即股份制商業銀行。（四）、資產管理

公司、中外合資銀行及外資銀行，及非銀行金融機構及基層信用合作組

織。（陳永富，2003）每家銀行分支機構依大小可分為總行、一級分行、

二級分行、支行、分理處及儲蓄所。（劉榮輝） 

（一）、政策銀行 

在中國早期仍以計劃性經濟為主導的情勢下，銀行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

色，對於國家政策明確訂立的經濟計劃，政策銀行承擔相當大的政策性貸款任

務。政策銀行有三家： 

    1.中國進出口銀行，1994年4月26日成立。主要業務為對中國的出口產品

提供出口融資，以及對進口產品提供進口擔保 

2.中國農業發展銀行，1994年11月18日成立。主要業務為對國家收購糧

油提供所需的資金。 

    3.中國國家發展銀行，1994年3月7日成立。主要業務為支持國家基礎建

設工程，如電力發展、石油探勘開採、長江三峽工程開發等 

政策性銀行，不是以營利為目的，如中國進出口銀行的主要職責，是為擴

大中國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以及促進對外經濟技術合作與交流，提供政

策性金融支援
1。這是在四大國有銀行改制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後，為了分離政

策性與商業性目的，而另外建立三家政策性銀行。 

（二）、專業銀行 

    大陸現有的四大專業銀行，即中國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及中

國人民建設銀行（簡稱中、農、工、建四大銀行）。七○年代末期與八○年代初

期相繼恢復成立，如今仍是大陸金融體系的主幹。恢復初期，其業務範疇各自獨

立。如中國銀行以經營外匯業務為主；中國農業銀行以辦理農村信貸業務為主；

中國工商銀行以辦理城市工商信貸、儲蓄和結算業務為主；中國人民建設銀行則

以經營和管理中長期固定資產投資為主。直至八○年代中期，彼此業務方始得以

相互交叉經營。關於四大國有銀行的建立，以及其初始職能，整理如表二： 

表二、四大國有銀行建立時期與初始職能表 

中國農業銀

行 

1979年1月，國務院發出（關於恢復中國農業銀行通知）。 

1979年3月13日，中國農業銀行正式恢復成立。 

從事領導農村信用合作社、發展農村金融事業。 

中國銀行 1979年 3月13日，經國務院批准，中國銀行從中國人民銀行

                                                 
1中國進出口銀行網站：http://www.eximbank.gov.cn/eximbank/yhgk/yhgk_yhjj.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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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設出來，同時行使國家外匯管理總局職能。 

1983年9月，中國銀行與國家外匯管理總局分設，各行其職，

中國銀行統一經營國家外匯的職責不變。至此，中國銀行成為

國家外匯外貿專業銀行。 

中國建設銀

行 

1954年10月1日，在財政部系統內，中國人民建設銀行正式

成立。 

1978年國務院批准中國建設銀行為國務院直屬單位。 

1979年，國務院決定中國建設銀行由財政部分離，成為一家

獨立銀行。 

中國建設銀行2仍受財政部委託，代理行使基本建設財務管理

的財政職能。 

中國工商銀

行 

1983年，由中國人民銀行分設出中國工商銀行，專門辦理工

商信貸和城鎮儲蓄業務。 

1984年，中國工商銀行作為主要在城市從事金融業務的國家

專業銀行正式成立。 

資料來源： 

中國農業銀行網站：http://www.abchina.com/abcon/pages/index.html 

中國銀行網站：http://www.bank-of-china.com/index.shtml 

中國工商銀行網站：http://www.icbc.com.cn/index.jsp 

中國建設銀行網站：http://www.ccb-on-line.com/about/index.html 

尚明主編（1999），新中國金融50年，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由表二所示，四大國有銀行於建立之初，均含有政策性任務，以配合國家

計畫經濟發展。但至199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公佈後，便轉型為

國有的商業銀行。又依據1993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的規定3，國

有獨資公司是指國家授權投資的機構或者國家授權的部門單獨投資設立的有限

責任公司之條文，遂稱為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專業銀行承擔了中國經濟發展

中，絕大部份信貸資金的供給，因此也遺留了相當大量的呆帳，造成現今大陸金

融產業發展上的不定時炸彈。 

(三)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建立 

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發展，自 1986 年至 1995 年發展快速，並產生一定的規

模，主要分為國有股份制商業銀行、區域性股份制商業銀行、以及全國性股份制

商業銀行、城市與農村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等。此時期相關銀行組織的建立，

                                                 
21996 年 3 月 26 日，中國人民建設銀行正式更名為中國建設銀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 
3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之第二章 第三節 第六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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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如下表： 

表三、中國大陸股份制商業銀行的類型與發展 

國有股份制商業銀行 
1986年6月，國務院決定重組交通銀行，為國有股份

制商業銀行。 

區域性商業銀行 

1987年4月，招商銀行正式對外營業。 

1987年4月，中信實業銀行成立。 

1987年12月，深圳發展銀行正式營業。 

1988年6月，福建興業銀行成立。 

1988年6月，廣東發展銀行成立。 

1992年，上海埔東發展銀行成立。 

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 
1992年8月，中國光大銀行成立。 

1992年12月，華夏銀行成立。 

城市、農村商業銀行 
1995年7月，第一家城市商業銀行，即深圳城市商業

銀行正式開業。此後，城市銀行不斷擴大。 

資料來源：尚明主編（1999），新中國金融50年，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劉榮輝（2003），大陸銀行體系，http://epaper.pchome.com.tw/adm/ 

註1：政策銀行已於前段詳述，在此不再討論。 

註2：大陸地方金融體系包括區域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如：深圳發展商業銀行）、

城市商業銀行（如：天津市商業銀行）及合作金融機構（如：農村信用社、城市

信用社等），其特點在於只能服務當地的自然人、法人及機關團體，不能跨區服

務。地方金融體系之資產佔全中國金融體系的18%，貸款佔16%，存款則佔24%。 

（劉榮輝） 

對於股份制商業銀行此一形式，作出不同性質的分類，有助於我們對於大陸銀行

業方面的瞭解，同時能對於當前大陸社會的劇烈改變，不同性質商業銀行所扮演

的承攜者角色，能更為深入的去進行探討。比方區域性商業銀行，便跟經濟特區

的快速發展有關，而城市商業銀行，對於中小企業的輔助，可能較有關連。 

現今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法源依據，主要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

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的相關規定。隨著中國大陸民間力量的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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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陸銀行體系的建立，使得商業銀行組織作為一承攜者，正以民營企業與先

富階層為主，加速金融面向對於整體社會、經濟結構的衝擊。 

由於中央政府對於地方政府權力的下放，於是需要金融媒介（financial 

intermediary）（Yong Guo，2002）去引導投資，以及配置稅收來投資地方基礎

建設，或者是其它更多的地方政府行為。當銀行改革進行後，商業銀行從中央銀

行劃分出來，地方政府於是完全的支持銀行改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得利益

來自擁有商業銀行的股權（shareholding），如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Guangdong 

International Trust and Investment Corporation）其部分股權就被廣東省境

內的地方政府所擁有。 

我們可從改革開放後，一些重要新聞事件的陳述，發現政府對商業銀行發

展，特別是民營銀行發展的主導性。根據富比士雜誌首次針對中國大陸地區非國

有制經濟，也就是民營企業所作的調查，大陸地區排名前十大的首富前兩名為劉

永好與張宏偉，是大陸工商業聯合會的會員，也是是中共政協委員，兩人曾提議

並籌建民生銀行。這種政商結合的色彩，顯現大陸對於民營銀行的建立，仍具有

政治主導性
4。而民生銀行的首次批准，也必須經過中共總理李鵬的核可（1995

年）。同年，規範民營銀行的法令，也就是中國大陸商業銀行法通過成立(1995

年5月10日公布)，於此更可以顯見政府的角色，已經成為關鍵，以及呈顯相關

制度建立的同步性。 

1999年1月19日到21日，在北京舉行的金融工作會議，由中共國務院副總理溫

家寶和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主持，參與者包括人民銀行九大跨省區的分行行長、各家國

有商業銀行行長及地區分行行長，討論主題便包含對民營企業以及外資企業的借

                                                 
41995-03-13/經濟日報/10 版/對外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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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繼續各項銀行商業化改革、減少銀行呆帳、計畫讓外資銀行在上海和深圳以

外地區經營人民幣業務、放寬外資銀行開設辦事處的限制等議題
5。 

至2000年，中共政協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在3月7日，於北京人民大會堂舉

行全體會議，並進行委員對政府建議案的發言，11 位發言者中，有七位是與經

濟相關的議題。政協委員、北大學者董輔礽在會中建議，在進入WTO後，既然對

外國企業開放市場，不如先對大陸民間企業開放，如金融、保險、電信等，並可

進一步擴大民間投資，解決大陸經濟成長趨緩的問題6。可見官方對於整個民間

企業的興起，其所需資金，仍必須以民間資金的投資加以輔助，極為重視。 

在2000年7月，徐滇慶、吳敬璉、茅於軾、林毅夫、樊鋼等經濟學家，籌

組長城金融研究所，開始對大陸籌建民營銀行可行性方案進行研究。這些人物，

其實涵蓋於技術性官僚的範疇，長城金融研究所希望加速成立一批由民營企業全資

擁有的新型民營銀行，並試點推出十家區域性民營商業金融機構，讓個人或私營企業入

股，藉此提高民營金融在市場的比率及抵禦國際資本對大陸的衝擊
7
。而中共國家經貿

委主任李榮融在回應有關民營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問題時指出，中共正試圖讓國

有大型銀行轉變機制，但是大型國有銀行要為中小企業服務需要很長時間，因此

有發展民間金融機構的必要8。 

2002年9月，中共人民銀行在一份「進一步發揮現有中小商業銀行的作用」

報告中指出，中小企業已成為大陸解決社會就業壓力的有效途徑，但融資問題也

成為中小企業發展的瓶頸；為滿足中小企業融資需求，需要發展中小商業銀行9。

表四顯示從1995年至1998年，中國大陸的企業資金來源，主要仍是來自銀行貸

款，並從上述資料的彰顯，針對民營企業與先富階層的興起，國有商業銀行的轉

                                                 
51999-01-15/聯合報/13 版/兩岸港澳 
62000-03-08/經濟日報/11 版/兩岸經貿‧稅務法務 
72000-11-20/經濟日報/11 版/兩岸經貿 
82002-10-25/經濟日報/11 版/兩岸 2 
92002-12-24/經濟日報/2 版/經濟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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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以及民營銀行、地方性銀行的建立與擴張（韓文亮，2000），將成為政府必

須從事的要項，使得民營企業取得資金更為順暢。 

表四、中國大陸企業資金的主要來源（1995到1998年） 

單位：億元人民幣 

年份 

項目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銀行貸款 1014 88％ 1114 83％ 1140 77％ 1152 83％ 

直接融資 138 12％ 232 17％ 340 23％ 243 17％ 

融資合計 1152 100％ 1346 100％ 1480 100％ 1395 100％

資料來源：韓文亮（2000），中國地方性銀行效率分析，中國金融出版社 

經由說明，可以顯見政府在民營企業、先富階層與銀行組織發展的三邊關

係上，所具有的主導性。此外，就政府的主導性而言，亦牽扯到制度面的相關問

題。由於民營企業力量的彰顯，政府必須趕緊通過建立民營銀行以及其它銀行組

織形式的轉型，並同步性的建立相關制度。但北京大學教授徐滇慶便分析，國有或

現有民營銀行都是政企不分，高階主管多非專業經理人，官方掌握既有資源，要

釋出給民營銀行的可能性極低，因此要在舊金融體制下改造大陸金融市場，困難

度相當高10。這其實產生弔詭的現象，技術官僚正在推動金融改革，加強民營企

業、先富階層與銀行組織（特別是民營銀行）三者的聯繫，但政府既有的官僚卻

又是最大的阻礙，這將使得我們在未來對於大陸銀行制度的探討上，留下伏筆，

還需密切注視制度層面上的發展。 

（四）、資產管理公司、中外合資銀行及外資銀行 

1.資產管理公司 

自大陸實施經改，由計畫經濟轉到市場經濟，國家財政、銀行與企業的角

色也隨之改變。財政從原來的會計、出納角色轉為提供社會公共產品和保持社會

公平的功能，銀行則從替代財政的角色轉變為作為社會資本分配的主要機制，並

按市場規則來分配資源，而企業則從聽令的生產組織演變到擁有自主權的經濟生

                                                 
102001-06-19/經濟日報/11 版/兩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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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組織。（陳永富，2003）但是轉軌初期，企業仍無自負盈虧概念（石紅軍、范

王榜，2000）1980年的「撥改貸」，企業只是換了取款的地方，無還款意識，那

些經營不善的國有企業，所負巨額債務本息，長久下來，形成銀行的不良貸款（陳

永富，2003）。1990年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一直困擾著中共政府當局，

於是第一家信達資產管理公司於1999年4月20日成立，隨後又再成立東方、長

城和華融等三家資產管理公司，以「債轉股」方式專門處理中國商業銀行、中國

農業銀行和中國銀行的不良資產（尚明主編，1999）。處理不良資產的問題，是

當今中國銀行產業最大的問題，其背後牽涉到的社會問題、政府政策更是盤根錯

節，不易解決，也將是我們未來必須關注的問題。 

表五、1999年四家資產管理公司成立時間與轉債銀行關係 

資產管理公司名稱 成立時間 債轉銀行 

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 1999/4/20 建設銀行 

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 1999/10/15 中國銀行 

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 1999/10/18 農業銀行 

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 1999/10/19 工商銀行 

資料來源：陳永富，中國大陸四大國有銀行經營風險之研究。 

2.外資銀行 

大陸銀行體系中，另一塊重要的發展，就是外資銀行的進入，1979 年開放

外資進入後，外資銀行以快速的方式在開放城市中建立代表處，外資銀行在中國

發展主要分為六個階段，整理如下表： 

表六、外資銀行在中國發展的六個階段 

1979年至1981年 1979年，允許外資金融機構在北京、上海等開放城市與經

濟特區 

31家外國金融機構在中國設立代表處。 

1981年，批准外國銀行在經濟特區成立營業性分支機構。

1982年至1989年 1983年頒佈與實施（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僑資、外資金融機

構在中國設立常駐代表機構的管理辦法）。 

1985年頒佈與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特區外資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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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資銀行管理條例）。銀行業正式對外開放。 

1990年至1993年 1990 年，（上海外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正式實施，讓 49

年遺留在上海的外資銀行重新登記，並擴大業務範圍。 

1994年至1998年 1994 年 4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

例）頒佈實施。 

1996年，中國人民銀行頒佈（上海浦東外資金融機構經營

人民幣業務暫行管理辦法）。至此，強化中國金融對外開放

的深度。 

1999年2001年 1999 年 1 月 27 日，中國人民銀行取消外資銀行的區域限

制，可以在中心城市設立營業性分支機構。 

2002年以後 加入 WTO 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外資銀行並表監督

指導意見等。 

開放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對象擴及大陸本地企業。

資料來源：尚明主編（1999），新中國金融50年，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陳永富，中國大陸四大國有銀行經營風險之研究。 

本研究整理 

由表七說明可知，中國大陸已逐步建立相關制度，並放寬對外資銀行的限

制，這使得外資銀行開始設立據點，以便能於大陸市場站穩腳步。表八便呈現外

資、中外合資銀行的發展情況，可以顯見外資銀行家數、分行數的增長與分佈。

外資金融機構多分佈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除了開放較早的歷史因素外，可

能與外資企業多在這些地方投資生產有很大的關係。 

表七、外資銀行在大陸營運情形（統計至2003/10） 

外銀類機構代表處設立 211家（2002年至今批准28家） 

分行申請 14家庭（已批准12家設分行，6家設支行） 

經營人民幣業務 批准84家（2002年至今准48家） 

網上銀行業務 12家 

外銀分行開辦QFⅡ 5家 

外銀資產總額 466億美元（1998年為342億美元） 

外銀資產占大陸金融機構比例 1.4% 

外銀貸款餘額 217億美元 

外銀外匯貨款餘額 164億美元（占13%） 

總     計 
有19個國家地區62家外銀，設立191家營業

性機構 

資料來源：陳永富(2003)，中國大陸四大國有銀行經營風險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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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外資（中外合資）金融機構在中國大陸設立機構概況 

 1979~1987 1990 1991~1992 1993 1994 1995~1997 1998 1999~2001 2002

北京 103 112 129 152 193 221 122 55 82 

上海 36 39 54 82 131 163 71 134 64 

廣州 22 23 24 28 42 49 24 45 15 

成都      6 6 3 7 

深圳 23 24 34 39 42 48 10 71 6 

天津 5 5 7 7 14 22 5 42 4 

廈門 10 10 13 10 15 15 4 30 3 

珠海 3 4 6 4 6 5  9  

大連 12 12 15 19 22 23 9 30 5 

寧波   2 2 4 3 1  1 

武漢 1 1 1  2 5 5 6 4 

西安        2  

洋浦        3  

無錫       1  1 

長沙       1   

蘇州       1 3 2 

瀋陽     1 2 3  2 

青島 3 3 6 2 9 9 4 9 3 

海口  3 3 3 4 5  4  

杭州  1 1  2 1 1  1 

南京   1 1 1 1 1 4 1 

南寧     2 2 2   

福州  4 7 3 3 8 4 5 2 

泉州  1 1   1 1  1 

南通 1 1 1   1 1  1 

重慶      2 4 3 3 

昆明   1   3 2 3 1 

汕頭   4  4 5  9  

合肥      1    

哈爾

濱 
     1 1  1 

蛇口     1 1  3  

昆山         1 

合計 219 242 310 337 501 603 284 473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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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處的外資金融機構包括代表處與營運機構，不包括保險公司及投資銀行。 

2002年的資料來自：2003年中國金融年鑑 

資料來源：陳永富(2003)，中國大陸四大國有銀行經營風險之研究 

藉由下列表九可知外國銀行在大陸的發展情況，2002 年底以日本在大陸地

區設立銀行代表處居冠。 

表九、2002年外資（中外合資）銀行設立代表處情況 

單位：家 

國家 
北

京 

上

海 

廣

州

成

都 

深

圳 

大

連 

天

津

武

漢

青

島

廈

門

重

慶

福

州

沈

陽

蘇

州

哈

市

杭

州

昆

明 

昆

山 

南

京 

南

通 

寧

波

泉

州

無

錫
總計

日本 5 
1

9 
3 1  3 1 2 1 1 1   1 1 1 40

香港 3 8 3 2 2  2 1 1 1 2 2 1 1     29

德國 9 5 1         15

美國 6 6 1 1    1     15

英國 3 3 1 1  1  1 1     1 12

義大利 6 4          10

法國 5 1 1 1 1 1      10

瑞士 5 2          7 

台灣 2 3   1    1   7 

泰國 3 1 1     1    6 

瑞典 3 2          5 

荷蘭 2  1    1 1     5 

俄羅斯 4           4 

澳 大 利

亞 
3 1          4 

加拿大 3 1          4 

新加坡 1 1  1    1     4 

西班牙 3           3 

韓國 2  1         3 

合資        2     1 3 

菲律賓 1    1       2 

南非 1 1          2 

約旦 1 1          2 

葡萄牙  1 1         2 

印度  1   1       2 

奧地利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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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基 斯

坦 
1           1 

比利時 1           1 

古巴 1           1 

哈 蕯 克

斯坦 
1           1 

馬 來 西

亞 
1           1 

摩洛哥 1           1 

挪威 1           1 

伊朗 1           1 

印尼 1           1 

埃及  1          1 

澳門   1         1 

芬蘭  1          1 

土耳其  1          1 

總  計 
8

2 

6

4 

1

5
7 6 5 4 4 3 3 3 2 2 2 1 1 1 1 1 1 1 1 1 211

資料來源：中國金融年鑑，2003。 

三、金融監管發展概況 

大陸銀行監管發展，大致可分三個階段，1948年至1979年的無實質監管階

段，此時期全國只有唯一一家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及若干的農村信用合作社，

因此人民銀行總行只對分支行內部管理，而非真正意義上的銀行監管（杜劍北，

2001）；1980年至1992年的探索期階段，金融機構開始多元化，中國人民銀行

也從國家銀行的角色轉變為管理監督金融機構的角色，這期間監管的重點在市場

准入，側重審批銀行新設的業務（呂大為，2004）；1992 年至今的分業監管、

三足鼎立的階段。這階段不僅訂定諸多法律與行政規定，並在組織上設立專責機

構，成立證監會、保監會與銀監會，確立了銀行監管的主體，與法律基本框架（杜

劍北，2001）。以下將就主管機關與法律沿革做一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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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管機關的演變 

中國人民銀行是 1948 年 12 月 1 日由華北銀行、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

合併組成。1948年到1984年期間，中國實行的是大一統的人民銀行體制，人民

銀行擁有經營職能，沒有單獨的監管機構，也沒有明確的監管對象，更沒有相應

的法律體系（呂大為，2004）。按照“公司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

流”的政策，配合工商業的調整，靈活調度資金，支援了國營經濟的快速成長，

適度地增加了對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的貸款11，基本上是扮演國家銀行的角色，

經營銀行業務。1982 年中國人民銀行設立了金融機構管理司，負責制定金融機

構管理辦法、審批金融機構設置和撤併（呂大為，2004）。1983年9月，國務院

決定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並履行對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

信託業的綜合監管。1986 年 1 月 7 日，國務院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管理

條例」，已開始對中央銀行的職能做了規定。1992 年 10 月，成立中國證監會，

證券業的監管職能轉為證監會。1995年3月18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

三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12，確立中國人民銀行做為中

央銀行的法律地位。中國人民銀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銀行，在國務院領導

下，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對金融業實施監督管理。中國人民銀行依「中國人民

銀行法」，對金融機構及其業務實施監督管理，維護金融業的合法、穩健運行
13。

1998 年保監會成立，保險業的監管職權由人民銀行轉移到保監會。1999 年人民

銀行撤銷省級分行，另設立九個跨省區分行，初步建立央行管理體制。 

2003年4月26日，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

作出以下決定14： 

1、由國務院依照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中華人民共和

                                                 
11中國人民銀行網站：http://www.pbc.gov.cn/renhangjianjie/ 
12中國人民銀行網站：http://www.pbc.gov.cn/renhangjianjie/ 
13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一章第二條，以及第五章第三十條之規定 
14

國務院法治辦公室網站：http://www.chinalaw.gov.cn/ 



 18

國商業銀行法》和其它有關法律的規定，確定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履行原

由中國人民銀行履行的審批、監督管理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信託投資公司

及其他存款類金融機構等的職責及相關職責。  

2、由國務院抓緊提出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和《中華人

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以及其他有關法律的議案，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審議。 

至此，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亦成為大陸銀行組織的主要監管機構，

行使原由中國人民銀行履行的監督管理職權。原中國人民銀行的監管一司、二

司、非銀司、合作司和銀行管理司重新整合如下：監管一部負責國有商業銀行；

監管二部負責股份制商業銀行；監管三部負責外資和政策性銀行，非銀行金融機

構監管部和合作金融機構監管部負責信託公司、租賃公司、資產管理公司等金融

機構。 

有關金融監管職責調整後，人民銀行新的職能正式表述為“制定和執行貨

幣政策、維護金融穩定、提供金融服務。”同時，明確界定：“中國人民銀行為

國務院組成部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銀行，是在國務院領導下制定和執行

貨幣政策、維護金融穩定、提供金融服務的宏觀調控部門。”這種職能的變化集

中表現為“一個強化、一個轉換和兩個增加”15。 

“一個強化”，即強化與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有關的職能。“一個轉換”，

即轉換實施對金融業宏觀調控和防範與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方式。由過去主要

是通過對金融機構的設立審批、業務審批、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審查和監管指

導等直接調控方式，轉變為對金融業的整體風險、金融控股公司以及交叉性金融

工具的風險進行監測和評估，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兩個增加”，即增

加反洗錢和管理信貸徵信業兩項職能。 

不過根據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網站所公布的主要職責（制定有關銀

行業金融機構監管的規章制度和辦法;審批銀行業金融機構及分支機構的設立、

變更、終止及其業務範圍;對銀行業金融機構實行現場和非現場監管,依法對違法

                                                 
15中國人民銀行網站：http://www.pbc.gov.cn/renhangjian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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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行為進行查處;審查銀行業金融機構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負責統一編制

全國銀行資料、報表,並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予以公佈:會同有關部門提出存款類金

融機構緊急風險處置意見和建議;負責國有重點銀行業金融機構監事會的日常管

理工作;承辦國務院交辦的其他事項。16），其實與中國人民銀行法規定人民銀行

的職責雷同，使得大陸目前的監管體系的職責劃分，仍處於模糊不清的狀態。但

至少已確立了大陸銀行的監管體系與組織。 

（二）銀行監管法律沿革 

二十多年來，中國大陸銀行監管工作在實質內容上有很大的變化。1984 年

人民銀行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當時的金融監管主要是以市場准入為主的行政性

管理，中央銀行工作也是處於從屬地位。（李建新，2003）1994年為大陸經改年，

改革重心放在金融與財政，其原因在於88與89年經改期間，出現通膨與過熱失

序的現象，使得經改陷於停滯，中共體現到唯有財政與金融的改革，才能提昇中

央的調控能力，解決此二大問題
17。當時中國大陸金融市場上除了出現亂集資、

亂融資、亂拆借、亂提利率、超業務範圍經營、非法設立金融機構，還有企業改

革出現變相呆帳的問題，有的企業借重組之機，逃避償還債務，有的地方政府公

開要求豁免貸款本息或掛帳不還，以求由國家財政彌補。同時，大量「三角債」

也形成銀行的「呆帳」18。因此，中國大陸積極進行金融改革，在法律、行政法

規與行政規章上做一連串的規範。自此之後，大陸加速立法與行政管理的腳步，

使銀行監管工作步上軌道。 

中國大陸銀行監管最主要的法律有三項，分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銀

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

行政法規則有「關於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的決定」、「中華人民共

和國銀行管理暫行條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

                                                 
16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網站：http://www.cbrc.gov.cn/yinjianhuijianjie/ 
17 1994 年 2 月 17 日/聯合報/10 版/大陸新聞 
18 1994 年 2 月 18 日/聯合報/10 版/大陸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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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較為重要，以下分別詳述之 

（一）銀行監管法律制定 

1994年9月，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朱小華指出金改目標，建立一個在國務

院底下獨立執行貨幣政策的中央銀行體系，建立一個政策金融與商業金融分離、

國有商銀為主體、多種金融機構並存的金融組織體系。人民銀行的主要職責是制

定貨幣政策和加強金融監管，人民銀行不再直接對社會發行政策性貸款，而是靈

活運用金融工具，調控貨幣供給量和貸款規模，防止通膨19。此時的人民銀行慢

慢從資金分配、貸款規模分配轉移到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由以往側重審批轉為

加強金融監管，擺脫長期以來扮演的帳房角色20。1995 年 3 月 18 日，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簡稱人民銀行

法），確立中國人民銀行做為中央銀行的法律地位。它賦予人民銀行監督管理金

融機構、金融市場等職責，成為第一個權威的主管機關。2003 年修訂，將對銀

行的監管工作改交由銀監會負責。 

1995年5月10日全國人大通過「商業銀行法」，明確規定商業銀行的業務

範圍、設立條件等內容，讓銀行從政策的配合者轉變為獨立經營、能自負盈虧的

角色。 

2003 年通過「銀行業監督管理法」，2004 年 2 月 1 日開始實施，此法明確

給予銀監會監督管理的職權。主管銀行機構的設立、變更及業務，並對股東的資

金來源、財務狀況、資本補充能力進行審查，至此，獨立於中央銀行以外的專門

銀行監管機構正式成立。（呂大為，2004） 

（二）行政法規與規章 

大陸真正開始銀行監管的實質工作是從1984年開始，根據「關於中國人民

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的決定」，使得中國人民銀行真正成為管理銀行及其

它金融機構的角色，但早期實施監管還是配合國家政策居多，當時的銀行要執行

信貸計劃和現金計劃，而非市場經濟下現代商業銀行的業務，因此中國人民銀行

                                                 
19 1994 年 9 月 18 日/聯合報/10 版/大陸國際 
20 1994 年 10 月 18 日/聯合報/7 版/對外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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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監管也只是對信貸規模的控制而已。（杜劍北，2001）1985年至1994年，隨

著大陸銀行體系發展越來越完備，再加上外商銀行的進入，大陸不得不在監管上

做出更多明確的規範（見表十），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特區外資銀行」「中

外合資銀行管理條例」「中外合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

「金融機構管理規定」，不管是外匯市場、外商銀行、亦或是大陸本地銀行的進

入、業務監管，都做了規定。1994年後，人民銀行除了大力整頓非法金融機構，

面對國際金融組織，大陸也紛紛加入，與國際接軌，在加入WTO後，對於金融市

場的開放腳步更快，2002年頒布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

實施細則》，對外資銀行註冊資本和營運資金提出新要求。2004年修訂《細則》，

此次修訂突出了審慎監管原則，進一步放寬了外資金融機構在華市場准入標準，

簡化了外資金融機構市場准入審批手續。新《細則》刪除了外資銀行增設分行的

時間間隔要求；刪除了設立外資金融機構的申請被拒絕後再次提出申請必須間隔

一年的條款；適當減少外資金融機構擴大業務範圍所需資本金，將外國銀行分行

經營對非外商投資企業人民幣業務、經營對中國居民個人人民幣業務所需的營運

資金數額進行了大幅度下調，並簡化了獨資、合資銀行在華分行營運資金的檔

次，降低了最低營運資金限額。新《細則》較大程度地簡化了外資金融機構市場

准入審批程式：申請設立外資法人機構和外國銀行分行只需要申請人將申請資料

直接報送銀監會；對已設外資金融機構有關上報銀監會審批的事項，如調整業務

範圍等申請事項實行“一審直報制”，不再層層轉報21。 2004 年中國銀監會也發

佈《金融機構衍生產品交易業務管理暫行辦法》，這是中國第一部針對金融衍生

產品的專門法規。新《辦法》第一次對金融衍生產品的管理進行了統一規範，在

此之前，中國對金融衍生產品的管理規定分散於各類業務管理規定中，不利於風

險控制。此外，新辦法還首次對金融機構開辦衍生產品的准入條件和開辦程式進

行了明確，加強了衍生產品的准入管理。近期大陸也引用國外銀行監管標準，例

如引進國際通行的巴塞爾協定中的「有效銀行監管核心原則」，要求城市商業銀

行的資本適足率達8%，以符合國際標準。雖然大陸的銀行業監管離「核心原則」

要求還有很大差距22，但在大陸金融制度、監管法律快速學習歐美經驗之下，與國

際金融市場接軌，再加上既有的社會與文化，未來的發展是值得觀察的。 

表十、行政監管法令頒佈時間歷程表 

時間 法令 內容 

1983 關於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

銀行職能的決定 

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

能，不再辦理商業銀行的業務 

1985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特區外資銀

行；中外合資銀行管理條例 

第一部管理外資金融機構的法令 

1990 上海外資金融機構、中外合資金融開放外資金融機構在上海設立分支

                                                 
21 2004-11-25 法治頻道 ttp://www.cctv.com/law/20041125/ 
22 2004-10-14/經濟日報/A8 版/兩岸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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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管理辦法 機構、擴大外資金融機構的經營區域

與業務範圍 

1993 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 確定人民銀行制定實施貨幣政策與

實施金融監管的二大職能 

1994  實施匯率並軌、銀行結售匯制度、取

消外匯留成制度，成立中國外匯交易

中心作為全國性銀行的外匯市場 

1994 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外資金融

機構管理條例細則 

規定外資金融機構設立、業務等規範

外資金融機構的監管步入法制化 

1995 商業銀行法、票據法、中國人民銀

行法 

企圖以商業銀行取代專業銀行 

1996  對銀行帳外帳、房地產業務、多類開

戶和非法設立金融機構進行了四項

清理 

1996 關於取締私人錢莊的通知 取締查處若干問題金融機構 

1996 修定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細則  

1997 外匯管理條例、票據管理實施辦法 

1998 取消對國有商業銀行貸款限額控

制 

各國有商業銀行對資金來源與運用

實行自求平衡 

1998 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

動取締辦法 

關閉南海發展銀行、廣東國際信託投

資公司和中創公司 

1999 金融違法行為處罰辦法  

2000 人民幣管理條例、金融資產公司管

理條例 

 

2001 金融機構撤銷條例  

2002 頒佈新的「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

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細則」

因應WTO，對於外資銀行的進入更加

開放，同時也加強監管工作 

2004 修定「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外

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細則」 

放寬外資銀行市場准入標準，簡化外

資金融機構市場准入程式 

2004 城市商銀監管與發展綱要 城市商業銀行2006年底前資本適足

率要達8% 

2004 《金融機構衍生產品交易業務管

理暫行辦法》 

第一部針對金融衍生產品的專門法

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小結 

從以上對於大陸銀行發展歷史過程的分析，我们看到了Granovetter在「 A 

Theoretical Agenda for Economic Sociology」所宣稱之專業分殊化的發展。

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大陸銀行發展的過程，是考察專業差異化之後，形成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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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化部門間資源可流動性的絕佳範例。從早期古典馬克思到最近Granovetter 

(Granovetter,2002）的觀點，都提出了社會部門分化之後，部門間的資源移轉

問題。這也是我們會以「社會資源可移轉性」的觀點，研究大陸銀行產業的原因。 

 

一九四九年中共取得政權之後，銀行所代表的金融產業，完全根除。人民銀

行變成國家的帳房，只有財政的功能而沒有金融的角色。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演

變，人民銀行逐漸變成中共的中央銀行，早期四大政策銀行蛻變成商業銀行，有

限制的開放民間設立一般商業銀形，以及引進外資銀行，都說明了大陸社會結構

中，從原始簡單的財政體系，如何逐漸發展出專業的金融體制。這個過程可說是

濃縮了，西方三百年金融的發展歷程，是研究中國大陸透過銀行為核心的金融體

系，如何達成社會總體資源移轉與發展很好的歷史個案。 

 

在初步文獻的研究當中，我們結合現有的金融社會學及經濟社會學的研究

（Carruthers,1996;Zysman,1994;Dobbined.,2004；Perrow,2004；

Granovetter,2002），對於中國銀行發展的轉型與演變，逐步勾勒出我們更具體

的研究問題意識，諸如上面提到的專化及分殊化後之各種銀行類形，如何進行更

高度的資源流動；政治權力結構所形成的金融政策，如何導引銀行組織類型的發

展；法律建制對於金融資源的分配與規範，造成何種正面及負面的影響；銀行組

織間的網絡如何在專化及分殊化過程，形成新的結構化發展，並發展其支配權

力。這些問題都有待於本研究後面一年多時間更細緻的文獻研究，以及在上海及

北京的田野調查及訪談工作之後，始能有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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