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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国当削的银行统计指标体系
银行统计属于专业统计， 是国家管理金融、 银行自我管理及调控经济的重要工具。 它所研究的对象是

金融现象的数虽方面。

我国现行的统计指标体系基本根据银行工作职能所设詈。 它的工作职能分为以下几项： 1 . 组织 存

款，发放贷款，充当国民经济的信用中介； 2. 统一组织和办理转帐结存，充当支付中介； 3. 执行现金
管理，办理现金出纳； 4 ． 统管货币发行； 5. 管理金银、外汇，办理国际结算和信贷，成为外汇和对外
结算中心。

与此相对应，银行统计指标体系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1. 银行存款统计，主要指标有：存款余额，
存款收支发生额，存款积数，存款平均余款和吸储率等指标；汇银行贷款统计，主要指标有：贷款累计发

放额，回收额，贷款发放余额，贷款平均余额和贷款回收率等指标； 3. 结算统计，主要指标有： 结算方

式统计（同地、异地、国际间等），结算内容统计和结算效率统计等指标； 4. 货币流通统计，主要指标

有：货币发放累计额，货币回笼累计额，流通中货币和市场货币流通等指标； 5. 银行财务统计，主要指
标有：固定资金统计，信贷资金统计，银行成本费用和利润统计等指标； 6. 利息率和物价统计，主要指
标有：存（贷）款平均利息率，利率指数和价格指数等指标； 7. 国际收支统计。

显然，以上银行指标体系有助于人们清楚了解银行各职能工作的具体情况。
二、我国银行统计指标体系的特点

款国银行统计指标体系的特点或优缺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指标体系如前所述是按其工作职能建立的，而不象工业统计等是按再生产过程或经济活动过程

设置的。 一股说在后一种情况下休系中各部分指标的联系性比较明显，而在前一种情况下体系中各部分指
标的联系比较弱。 如在工业统计中产品的产晟、产值统计直接关系到后面劳动生产率、设备利用率、 资金

利用率等一系列指标的换算，而劳动力、原材料、销售等部分的统计也紧紧围绕生产产品的条件及效益这

样一个中心。 而在银行统计中各部分之 间这样的直接联系几乎没有， 由于这个特点，银行统计中能够直接

同时反映两个以上职能内容或工作情况的指标体系较少见，这影响了银行统计分析的深入。

第二，现有银行统计指标体系，与以前银行作为 一个 “国家机关” 主要履行资金分配这一 职 能相适

应，但随若改革的深入，中国人民银行向中央银行职能转换，各专业银行向 “企业化“ 银行性质的过渡，
现有的银行统计指标体系，与之就有了不适应之 处，其不适应处之 一就是指标体系的管理职能不强。 如中
央银行在确定货币政策目标时所需的 “中介指标” 以及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对经济施加影饷时所能实施的
引导货币资金流向的导向功能，引起货币流拟和流向的调控功能（包括对银根的松动和紧缩等）以及合

理引导资金、提高社会资金使用效益的效益功能等，都没有明确的与之相对应的统计指标体系。 当然，才、否
认我们可以从对现有指标的换算以及其他资料的补充中得到一些有关的指标，但这种计算将因人而异，从
而缺少相应的可比性。 银行业的基本统计报表有五种，它们是： 信贷项目月报表、信贷项目月报附报表、
贷款累计放出数目报、 现金项目月报和现金收支月报。 但这些报表主要反映各工作职能的规模和构成，不
象工业统计着重的是投入（资金运用）、产出（产噩值）和所得效益（利润、成本）等。

第三，银行统计与银行会计二者有密切联系。 银行统计的许多数据直接来自千银行会计， 或者是会计

有关科目的加总，因此，银行统计与会计的统一性较强，基本上设有同一指标会计和统计有不同计算口径

的问题，这点也有别于工业统计。 但是统计与会计从理论上讲还是有区别的。 首先，二者研究范围不同，
银行会计只研究金融业务本身；而银行统计不仅研究金触业务本身，还要研究与金融任务有关的其他经济
现象以及金础组织情况等。 其次，二者侧重点不同，银行会计侧重千金融业务本身的换算，即对信贷收支
及财务成果进行反映和核算；银行统计则侧重于金融业务的社会方面，即反映金融业务与经济发展等方面
的联系，揭示令融业务在社会方而的发展变化规仲。 节然，如前所述，银行统计的这些特点目前祚实际中
还没有发扦出应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