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公司信贷的基本原理

一、公司信贷理论的发展(★★★★★)

公司信贷理论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真实票据理论、资产转换理论、预期收入理论和超货币供给理论

等四个阶段。

(一)真实票据理论

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同商业流通有关的闲散资金，都是临时性的存款，银

行需要有资金的流动性，以应付预料不到的提款需要。因此，最好只发放以商业行为为基础的短期贷

款，因为这样的短期贷款有真实的商业票据为凭证作抵押，带有自动清偿性质。因此这种贷款理论被称

为“真实票据理论”，美国则称为“商业贷款理论”。根据这一理论，长期投资的资金应来自长期资

源，如留存收益、发行新的股票以及长期债券;银行不能发放不动产贷款、消费贷款和长期设备贷款等。

真实票据理论占据着商业银行资产管理的支配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理论的缺陷也逐渐显

现，银行短期存款的沉淀、长期资金的增加，使银行具备大量发放中长期贷款的能力，局限于短期贷款

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同时，自偿性贷款随经济周期而决定信用量，会加大经济的波动。

(二)资产转换理论

资产转换理论l918年由H.G.莫尔顿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商业银行与资本形成》一文中

提出。这一理论认为，银行能否保持流动性，关键在于银行资产能否转让变现，把可用资金的部分投放

于二级市场的贷款与证券，可以满足银行的流动性需要。流动性的需求增大时，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出售

这些资产(包括商业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美国短期国库券等)。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商业银行的资产

范围显著扩大，由于减少非盈利现金的持有，银行效益得到提高。

但是，资产转换理论也带来一些问题：缺乏物质保证的贷款大量发放，为信用膨胀创造了条件;在经

济局势和市场状况出现较大波动时，证券的大量抛售同样造成银行的巨额损失;贷款平均期限的延长会增

加银行系统的流动性风险。因此，对单个银行来说是正确的东西，对于整个银行系统来说却未必完全正

确。

(三)预期收入理论

1949年，赫伯特·V.普罗克诺在《定期放款与银行流动性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这一理论。预期收入理

论认为，贷款能否到期归还，是以未来的收入为基础的，只要未来收入有保障，长期信贷和消费信贷同

样能保持流动性和安全性。稳定的贷款应该建立在现实的归还期限与贷款的证券担保的基础上。按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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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一些理论，这样一种贷款可称为“合格的票据”，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拿到中央银行去贴现。

这样，中央银行就成为资金流动性的最后来源了。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长期设备

贷款、住房贷款、消费贷款等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一理论带来的问题是，

由于收入预测与经济周期有密切关系，同时资产的膨胀和收缩也会影响资产质量，因此可能会增加银行

的信贷风险。银行危机一旦爆发，其规模和影响范围会越来越大。 来源 金考典教育

(四)超货币供给理论

这一新的银行资产理论出现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该理论认为，只有银行能够利用信贷方式提供货

币的传统观念已经不符合实际，随着货币形式的多样化，非银行金融机构也提供货币，银行信贷市场面

临着很大的竞争压力，因此，银行资产应该超出单纯提供信贷货币的界限2要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如购买

证券、开展投资中介和咨询、委托代理等配套业务，使银行资产经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现代商业银行

全能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已经表明，银行信贷的经营管理应当与银行整体营销和风险管理结合起来，

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商业银行涉足新的业务领域和盲目扩大的规模也是当前银行风险的一大根源，

金融的证券化、国际化、表外化和电子化使金融风险更多地以系统性风险的方式出现，对世界经济的影

响更为广泛。

银行信贷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商业银行发展和金融创新的历史，它揭示了既要努力发展业务又要

控制风险这个永恒的主题。

二、公司信贷资金的运动过程及其特征(★★★★★)

(一)信贷资金的运动过程

信贷资金的运动过程就是信贷资金的筹集、运用、分配和增值过程的总称。信贷资金的运动过程可

以归纳为二重支付、二重归流。信贷资金运动就是以银行为出发点，进入社会产品生产过程去执行

它的职能，然后又回流到银行的全过程，即是二重支付和二重归流的价值特殊运动。

二重支付：第一重支付是银行支付给使用者;第二重支付是由使用者转化为经营资金，用于购买原材

料和支付生产费用，投入再生产。二重归流：第一重归流是经过社会再生产过程，信贷资金在完成生产

和流通职能以后，又流回到使用者手中;第二重归流是使用者将贷款本息归还给银行。

(二)信贷资金的运动特征

信贷资金运动和社会其他资金运动构成了整个社会再生产资金的运动，它的基本特征也是通过社会

再生产资金运动形式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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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偿还为前提的支出，有条件的让渡。

②与社会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相结合。

③产生经济效益才能良性循环。

④信贷资金运动以银行为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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