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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2-2016年中国商业银行行业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

共十三章。首先介绍了中国商业银行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中国商业银行整体运行态势等，接

着分析了中国商业银行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商业银行市场竞争格局。随后

，报告对中国商业银行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商业银行行业发展趋势

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商业银行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商业银行行业，本报告是您

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通过《2012-2016年中国商业银行行业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生产企业及投资机

构将充分了解产品市场、原材料供应、销售方式、市场供需、有 效客户、潜在客户等详实信

息，为研究竞争对手的市场定位，产品特征、产品定价、营销模式、销售网络和企业发展提

供了科学决策依据。

     从商业银行的发展来看，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有两种。一种是英国模式，商业银行主要融

通短期商业资金，具有放贷期限短，流动性高的特点。此种经营模式对银行 来说比较安全可

靠。另一种是德国式，其业务是综合式。商业银行不仅融通短期商业资金，而且还融通长期

固定资本，即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我国实行的是分业经营 模式。为了适应我国分业经营的现

时特点和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2003年12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

会议通过了《关于修 改&lt;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gt;的决定》。新《商业银行法》对原

来商业银行法不得混业经营的有关规定进行了修改，规定&ldquo;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

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

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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