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拓展阅读 5-1】 

中央银行的产生与发展 

 

中央银行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其

间，中央银行基本上是经由两条渠道产生的：一是由信誉好、

实力强的大银行逐步发展演变而成，政府根据客观需要，不

断赋予这家银行某些特权，从而使这家银行逐步具有了中央

银行的某些性质并最终发展成为中央银行，如英格兰银行；

二是由政府出面直接组建中央银行，如美国的联邦储备体系。

从世界范围看，中央银行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央银行的初创时期（1656—1920 年） 

中央银行产生于 17 世纪后半期，而中央银行制度的形

成则在 19 世纪初期。最早设立中央银行的是 1656 年的瑞典

银行，直到 1913 年美国建立联邦储备体系为止，中央银行制

度才基本建立，历时 257 年。 

瑞典银行原是私人创办的商业银行，于 1656 年成立，

1661 年开始发行银行券，是当时欧洲第一家发行银行券的银

行。1668 年，由政府出面将该行改组为国家银行，对国会负

责，然而直到 1897 年瑞典政府才通过法案将发行权集中于



瑞典银行，瑞典银行才演变成中央银行。 

英格兰银行设立于 1694 年，比瑞典银行虽然晚成立 38

年，但被资本主义国家称为近代中央银行的先驱。它的设立

在中央银行制度的发展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英格兰

银行设立时最初的宗旨纯属替政府筹集经费，其交换条件是

该行有权发行纸币。1833 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规定英格

兰银行的纸币为全国法偿货币。1844 年，英国议会再度修订

了银行条例，即《皮尔条例》。该条例决定将英格兰银行机构

分为发行部和业务部，将发行钞票和银行业务分开，从而奠

定了现代中央银行组织的模式。而且该条例又限制其他商业

银行发行纸币的数量，扩大英格兰银行的货币发行权。随着

英格兰银行发行权的扩大加上该行与政府密切的关系，英格

兰银行作为特殊银行的地位更加巩固，许多商业银行把自己

现金准备的一部分存入英格兰银行，用作交换和清算，英格

兰银行成为英国银行业的清算银行。在英国的几次周期性经

济金融危机中，英格兰银行充当了“银行的银行”，对资金

周转比较困难的银行提供贷款，以免银行挤兑风潮的扩大导

致整个银行业的崩溃，这样，英格兰银行就逐渐演变成英国

的中央银行。到 19 世纪后期，英格兰银行已成为中央银行的

典范，为其他国家所效仿。1946 年，英国议会通过《英格兰

银行法案》，使得该行正式成为国有银行。 

美国联邦储备体系是美国的中央银行，是世界各经济强

国中最后建立的，也是性质最特殊的中央银行。美国国会于

1913 年通过联邦储备法案，联邦储备体系于 1914 年成立。



根据美国联邦储备法的规定，除在首都设立联邦储备体系理

事会外，将全国分成 12 个联邦储备区，每个区一家联邦储备

银行，可以独立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换言之，目前美国有

12 家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理事会在成立之初并没有

实权，但是后来权力日益增加，其主要任务在于决定美国联

邦储备体系的货币政策，并且监督和协商各区联邦储备银行

的业务，所以事实上该理事会已经成为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

实际决策机构。 

除上述三家银行外，法国( 1800年)、荷兰（1814 年）、

奥地利（1817 年）、挪威(1817 年)、丹麦（1818 年）等西方

国家在这一时期纷纷设立中央银行。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

央银行的成立均与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基本上垄断了全国

的货币发行权，代理国库，代表政府对银行业及其金融活动

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成立之初的中央银行尚不具备完整

的中央银行职能，如法兰西银行在 1800 年成立之初只是作

为政府的银行出现，并没有承担起”银行的银行”的职能。

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初是一家私人银行，后来也只是重要的发

行的银行，经历了 150 多年才成为近代中央银行。 

第二阶段：中央银行的扩展时期（1920—1945 年） 

在 20 世纪初期，许多国家遇到经济萧条，第一次世界大

战后，各国先后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各国货币制度极其混乱，

各国政府当局感到加强中央银行地位和对货币信用管理的

重要性：于是，1920 年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国际金融

会议。在该会议上，要求未建立中央银行的国家尽快建立中



央银行，已经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国家要进一步发挥中央银

行的作用，以利于国际经济和贸易往来以及金融合作，并于

1930 年在瑞士巴塞尔成立了国际清算银行，成为中央银行国

际合作的机构，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银行的地位和作用。 

从 1921年到 1942年世界各国改组或新设立的中央银行

有 43 家。这一时期是中央银行制度扩展最快的时期。由于有

已设立中央银行国家的经验可借鉴，这些国家在设立或改组

本国中央银行时一般都运用政府的力量组建，由中央银行统

一掌管货币发行权，并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以维持金融

业的稳定。 

第三阶段：中央银行的加强时期（1946 年至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在恢复和发展经济过程中，

强调了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中

央银行制度受到世界各国普遍的重视。 

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实现了从私有产权向国有化方向的

转变。从资本所有制上保证了中央银行作为国家机构的特殊

地位，这使得国家对中央银行的控制不断强化，是中央银行

成为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重要工具。比如，法国和

英国先后于 1945 年和 1946 年将中央银行收归国有，美国联

邦储备体系的金融监管也进一步从分权到集中、从松散到强

化。中央银行的法律地位和权威明显提高，监管职能得到强

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

涌，一批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摆脱了宗主国和殖民者的统治



获得了独立，这些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建立起中央银行制度，

来帮助发展经济，恢复生产，1945—1971 年，国际上经改组

和重建的中央银行有 50 余家。 

迄今为止，中央银行不仅掌握着国家的货币发行大权，

代理国库，而且负责制定和执行国家的货币政策，监管整个

银行体系的金融活动，并且代表本国加入世界性或者多边的

国际经济合作组织，通过国际货币金融合作，稳定汇率，以

促进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与金融业的不断

发展，当代各国中央银行仍然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 

从国内来看，如何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保持经济持续

发展以及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已成为中央银行努力

的方向；从国际上来看，欧洲中央银行的建立和欧元的发行，

表明了中央银行的地位和作用超出国家范围而扩展到国际

中。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