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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债券是政府、企业、银行等债务人为筹集资金,按照法定程序发行并向债权人承诺于指定日

期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债券（Bonds / debenture）是一种金融契约，是政府、金融机构、工商企业等直接向社会借

债筹借资金时，向投资者发行，同时承诺按一定利率支付利息并按约定条件偿还本金的债权

债务凭证。债券的本质是债的证明书，具有法律效力。债券购买者或投资者与发行者之间是

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债券发行人即债务人，投资者（债券购买者）即债权人。

    在中国银行间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同步蓬勃发展下，中国债券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债券

市场。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国债券市场余额为97.11万亿元，2010年至2022年年均复合增长

率达18.76%;未到期债券数量49,431只，2010年至2022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39.10%。2010-2022年

末未到期债券数量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债券市场前景研究与前景趋势报告》共七章。首

先介绍了债券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债券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债券行业市场运行的现

状，然后介绍了债券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债券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

析了债券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债券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债券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报告目录：

第一章 债券行业发展综述

1.1 债券行业相关定义

1.1.1 行业定义与发展历程

（1）2017-2022年市场运行特征

1.2 债券行业发行上市分析

1.2.1 债券招标发行分析

1.2.2 簿记建档发行分析

1.2.3 商业银行柜台发行分析

1.3 债券行业市场格局分析



 1.3.1 银行间债券市场分析

1.3.2 交易所债券市场分析

1.3.3 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分析

1.4 债券行业市场建设分析

1.4.1 发行市场建设分析

（1）发行主体分析

（2）监管管制分析

1）发行管制分析

2）利率管制分析

3）投资者限制分析

（3）发行方式分析

1.4.2 流通市场建设分析

（1）债券市场流动性分析

（2）登记结算系统分析

（3）转让交易系统分析

（4）柜台交易系统分析

（5）做市商制分析

1.5 债券市场投资者结构与行为分析

1.5.1 债券市场投资者构成分析

1.5.2 债券市场投资者数量

1.5.3 债券市场投资者资产规模

1.5.4 债券市场投资者投资品种

1.5.5 债券市场投资者投资需求

1.6 债券从业人员道德风险分析

1.6.1 债券从业人员道德风险表现形式

1.6.2 债券从业人员道德风险控制措施

1.7 债券行业存在问题分析

1.7.1 发行审批制度非市场化问题

1.7.2 信用体系建设不健全的问题

1.7.3 企业债二级市场化不活跃问题

第二章债券行业市场运行数据分析2.1 债券市场经营数据分析



2.1.1 债券市场发行规模分析

        2022年，中国债券发行规模达45.19万亿元、发行数量43,824只，2010年至2022年年均复合

增长率分别达19.13%和49.00%。规模不断壮大的同时，中国债券品种也趋于丰富。自1981年中

国国债恢复发行以来，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可转换债券、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分

离交易可转债、公司债券、中期票据、可交换债券、政府支持机构债、定向工具、中小企业

私募债、项目收益票据和国际机构债等多个品种相继涌现。2010-2022年中国债券发行数量数

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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