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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包括金融体制改革在内的我国经济体

制改革正呈现出纵深发展的态势，由此引发而来的信用缺失问题也越来越

发明显，这直接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也引发了作者对我国信

用问题的重新思考。 

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理论上对信用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

对信用发展过程的回顾与信用阶段的划分，对信用行为的基础与效用进行

了深入分析，指明了信用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列举了

信用缺失在个人生活、企业运行、资本市场及政府部门的种种表现，指出

信用缺失无论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微观企业的发展还是对金融市场

深化乃至整个社会稳定都具有消极影响，并从法律与政府、政策体制、信

用理念和历史文化等方面剖析了我国信用缺失的原因。第三部分针对第二

部分提出的信用缺失根源，提出了解决我国信用缺失问题的路径，建议从

完善市场主体行为、构筑市场信用理念、完善信用运行机制和建设信用文

化体系四个方面优化我国信用环境，切实发挥信用对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

用。通过这三部分的阐述，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我国的信用缺失是转

轨经济的必然产物，必须用市场的方法才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 

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三：一是突破了经济学领域的局限，采取跨学科的

研究思路，涵盖法律、宗教、道德、文化、伦理等诸多方面；二是利用信

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方法，通过微观主体行为效用分析来探求信用缺失的

溯源；三是强调了理念、文化等软环境对信用建设的作用，认为市场化的

信用理念和文化是重建我国信用体系的重要方面。 

 

 

关键词：信用；信用缺失；信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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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and the deepening of 

economy system reform, credit scarcity becomes a very important and common 

problem almost in every fields of our society.  

This article includes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introduces some credit method, 

analyses the essential factors and effects of credit and figures out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to Market Economy. The second part enumerates many credit scarcity 

phenomena which are negative to macro-economy, enterprises, capital market as 

well as society stability, and then the writer ascertains the root reasons about 

credit scarcity. The third part puts   forward resolve projects about credit 

scarcity and advises to transfigure credit environment by optimizing participant 

action, market-economic idea,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credit culture system so 

that credit could play a essential rule in market economy. The conclusion of this 

article is that: as a concomitant of economy reform, credit scarcity will be 

settled only by marketable means. 

There three innovations in this article. First, the analysis is across-subject 

including law, culture, religion and ethic not only in economics. Second, to 

ascertain the credit scarcity is in the theory of game. Third, this article promotes 

that soft-environment including idea, culture and so on is essential to construct 

the credit system of our country.  

 
 
Keywords: Credit; Credit Scarcity; Credit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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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 基本的交易规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和基

础，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核心的内涵。信用的发展，是深深根植于现代

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中，是人类社会经济进步的必然趋势。西方国

家市场经济的发展事实胜于雄辩地证明，健全的信用管理体系、完善的信

用运行机制和良好的信用文化底蕴，能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保证人类经

济社会不断迈向更高层次。 

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由国家计划经济向市场

经济转化的转型社会阶段。经过 20 多年的转型，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市

场经济体系的硬件设施：商品市场、要素市场、资本市场等基本形成；西

方社会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物质文明业已创造；摩天大厦、便利交通、国

际化现代化大都市已然建立。但是，对于市场经济的软件——良好的经济

秩序和商业精神，我们却无法简单地继承或模仿，尤其是作为市场经济灵

魂的信用精神，正在我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尴尬。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

三角债务屡清不止，企业恶意逃废债务，资本市场丑闻迭出，这就是我们

通常所说的“信用缺失”：一个社会的经济构成以交易过程为主，但维持

交易的信用人格、信用产品、信用合约中的以“信”为“用”的因素异常

匮乏。信用缺失的存在，严重地制约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阻碍了

我国市场经济前进的脚步。 

21 世纪对我国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连续几年世界经济中的一

枝独秀是中华民族经济崛起的契机。同时，21 世纪对我国也是一个挑战。

我们的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增长，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进行制度重建，确

立守信的市场交易规则，规范市场秩序。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在全社会强

化信用意识，加强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依法严厉制裁制假售假、偷税骗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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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经济欺诈、恶意逃废债务等行为，创造良好的社会秩序。胡锦涛总书

记在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张中也把“诚信友爱”作为重要

一条提出。无疑，信用是我国当前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

中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经济运行的规

律上、从经济伦理和法制的建设上，认识信用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

作用，解决我国目前的信用缺失问题，探索我国发展信用经济、健全信用

体系的有效途径。 

从事金融工作十余年的经历，使我深深感到信用活动对经济建设就有

着微妙而重要的影响，感到信用在我们身边无处不在。每每看到有关信用

缺失的现象，总是感到无比的缺憾与痛心，经常有一种想描述它的冲动。

现在，我终于有机会能直抒胸臆，写出自己所见所想，不求绝对正确与完

善，但求探索与尝试。其中不当之处，还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第一章 信用问题的理论探讨 

 

3

第一章 信用问题的理论探讨 

信用 早与伦理学关联，尔后才引入到经济学领域，它体现着人们之

间一种社会交往的关系。从字面上理解，“信”即信任，“用”即措施或

行动，合起来即可理解为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行为。 

广义的信用是指在社会交往中由承诺的兑现程度所形成的社会联系，

它是一种基础性的社会联系，决定着社会交往的深度和广度。狭义的信用

限于经济的范畴
①
，是指在社会成员之间为了某种经济生活需要，建立在相

互信任、诚实守信基础上的一种承诺。它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

出现以及商品交换的扩大逐渐产生的，是从属于商品和货币关系的产物，

是构成一个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相对独立的经营范畴和社会生活现象。 

第一节 信用的历史与现状 

信用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溯流而上，信用发展的源头可以追溯到

中国古代的西周时期和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当时原始的有关“赊”与“欠”

的个人信用关系就已经存在。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随着人类经济行为和

生活方式的发展变化，信用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得到扩展，人们对于信用

的理解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得到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可以说，信用经历了

从道德范畴到经济范畴、从个体行为到群体选择、从自发意识到自觉行为

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信用道德阶段 

信用的原始涵义是道德意义上的信用。在此阶段，信用行为不需要支

付经济成本，信用单纯地被赋予道德价值。中国历代都把信用作为一种极

                                                         
① 吴晶妹：《现代信用学》，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年 11 月，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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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要的优良品德，作为为人处世之道以及社会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我

国古代尚不具备完全的市场经济，企业信用体现的不明显，而国家信用又

往往通过“家国一体”的个人信用体现，因此我国古代的信用可以反映我

国市场经济中信用理论的源头。在我国传统伦理中，有关“信” 经典的

描述来源于《诗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有关“信” 丰富的描

述则来源于儒家。孔子在《论语 颜渊》中讲到：“民无信不立”，并提出

了“信”对国家社会而言是比“食”和“兵”更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他提

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认为人不可以无信，强调信用的重要作用。

他还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认为信用足以教化民众，

进而形成良好风俗，使国家强盛。孟子在《孟子 滕文公上》中也讲到“朋

友有信”，进而将“信”作为五伦之一。另外，儒家文化还有许多关于信

用行为的道德规范，如“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言必信、行必果”，

“一诺千金”等。儒家认为，“君子”即守信之人，而“小人”则重短利，

不守信，谓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信”

的本意多指对某种信念、规则和制度发自内心的忠诚，对承诺的恪守。 “信”

在我国古代不仅成为被普遍接受的道德规范，更是作为精英伦理的突出表

现之一而被政府大力弘扬。 

除去中国古代的信用多处于信用道德阶段之外，多少年来，民间借钱

借物的守信习惯也是属于信用的初级阶段——道德阶段。例如，“好借好

还，再借不难”，这句俗语虽简单，但意义却非常深刻。即使是在现代的

民间小额借贷中，依然适用这些习惯。一旦某人借钱不还，特别是有钱也

不还时，他在人们心目中的信用度便极大地降低了，人们便不会再与他发

生经济往来。现在，中国民间仍有部分商品交易处于信用的道德阶段之中，

民间小额借贷还常常不用写借据，完全凭借借方的个人信用，这也是信用

道德阶段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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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一信用关系阶段 

在此阶段，信用发生了质的变化，信用从单纯的道德范畴发展到经济

范畴。随着私有产权的确立，人类对于经济利益 大化的追求很大程度上

破坏了信用道德意义的基石。人们逐渐认识到，作为授信者的一方需要承

担风险，获取收益就成了合理的选择，而如果受信者支付成本就能在很大

程度上规范其经济行为，因此利息（也有理论认为利息是延迟消费的收益、

是货币的时间价值）的出现使得信用发生了质的变化，信用具有了经济意

义和内涵，信用除了具有道德价值之外还具有经济价值。从这一阶段开始，

信用发挥着信用道德阶段所无法比拟的作用，极大的促进了人类的经济生

活和交易行为。 

这一阶段，信用行为的参与者是明确的，两个主体有着直接而简单的

权利义务关系，其收益和成本一一对应，授信者获取收益、受信者承担成

本；单个信用行为是一个封闭的环形，不同的信用行为之间并不相互关联。

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缺乏规范的交易规则，授信者往往会索取较高

甚至是不合理的利息。高利贷信用作为这一阶段信用的极端例子而存在着。

高利贷信用，是指以牟取高额利息为特征的信贷活动，其实质是占有资源

的一方利用资源的稀缺性向使用资源的赚取高额成本，其主要特点是高利

率、非生产性和保守性。相对于信用的道德意义来说，高利贷信用扩展了

信用的内涵，促进了信用行为的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在原始

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高利贷推动着经济的发展，调剂着资源

配置。但是作为一种扭曲的信用行为，高利贷抑制了经济主体的积极性，

削弱了信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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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链条式信用关系阶段 

在这个阶段，信用主体之间的单一信用关系发展转移，在 终受益和

支付成本的行为主体之间增加了更多的授信者和受信者，信用行为的权利

义务关系由原始受信者和授信者之间转移到 终受信者和授信者之间。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单一信用关系的局限性、保守性逐渐

暴露出来，不能满足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日益活跃的经济活动往往涉

及众多的经济主体，在各个行为主体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信用关系。在单

一信用关系阶段，信用行为只涉及受信者和授信者两个行为主体；到了链

条式信用关系阶段，受信者和授信者不再是确定的某一个体。作为某一信

用行为 初的授信者可以成为另一信用行为的受信者，而 初的授信者也

很有可能成为其他信用行为的授信者，这样就使原来单一的信用关系发生

了转移，形成了链条式信用关系。在信用链条的一端是整组信用链的 终

受信者，另一端是 终授信者。商业票据、银行票据以及纸币的出现就是

这一阶段的产物。商业票据和银行票据之所以能作为信用工具在市场上流

通或者转手，是因为 终授信者接受票据发行者（商业企业和银行）的信

用，这就是通常所指的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纸币之所以能作为一般等价

物充当交易的媒介，是因为纸币发行主体的信用为众多市场主体所认可。

商业票据、银行票据以及纸币从一个主体转移到另外一个主体手中的时候，

就构建了信用的链条，每增加一个主体，这一链条就增加一环。 

四、证券化信用阶段 

在单纯的信用链条阶段，信用主体之间存在明确的、对称的权利义务

关系，随着信用发展到证券化阶段，原有的明确、对称的权利义务关系逐

渐模糊，原来由一个或两个担保人来承担的贷款信用，采用由大众来共同

担保。在此阶段，信用被存放在一个大大的储水池中，受信者可能根本就

不知道授信者是谁，信用主体之间不存在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对等的成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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