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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体系的模式及功能。（1） 金融监管组织体系。经过多年

的实践，我国确立了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管理委员会、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管理委员会

为架构的对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银监

会监管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以及其他存

款类金融机构；证监会监管证券、期货市场；保监会依法监

管保险市场。（2） 金融机构自律监管系统。在完善的金融

监管中，各金融机构既是被监管的对象，也是基础性监管的

自律主体。在金融机构内部设立稽核、审计和监察机构，加

强内部控制并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按照央行的金融政策，

以国家经济、金融法规为基础，发挥自我约束、自我监察、

防微杜渐的的基础性监管工作，增强其自律能力。（3） 行

业自律监管体系。金融业自律监管主体主要是金融业公会或

协会，以及金融系统的同业组织，如银行业、证券业协会等

。他们作为民间金融监管组织，可以制定同业公约，加强行

业管理，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从而有效地沟通金融监管机构

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利于监管当局实施宏观金融监管。

（4） 社会舆论监督系统。动员全社会成员协助监管。通过

建立社会举报制度和查处程序形成强大的社会威慑力，督促

金融机构依法经营和规范行事；另一方面，还用利用社会监

督机构进行监督管理，如会计师、审计、律师事务所等。（5

） 行政法制监管系统。这包括工商行政管理、财政税务审计



等政府部门的各种专项审计和专项检查，以及政府对特种金

融工具，如债券、股票等的直接或间接监督，此外法制建设

是保障金融监管的基础，加强法制建设是我国的迫切任务

。24．简要说明西方经济学家关于金融创新的理论。P669第1

题 （2001年考）25．内外均衡理论的基本内容。P731第1题内

外均衡理论,是指英国米德的“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模

式,即一国如果希望同时达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目标,则必

须同时运用支出调整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两种工具。(1)内部

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含义:假设一国经济分为生产贸易品的贸易

部门和生产非贸易品的非贸易部门,则内部均衡被定义为国内

商品和劳务的需求足以保证非通货膨胀下的充分就业,也即非

贸易市场处于供求相等的均衡状态；外部均衡指经常项目收

支平衡,也即贸易商品的供求处于均衡状态。(2)要实现内外均

衡,两种政策工具必须配合。央行调控的最终目标在于内部均

衡和外部均衡的实现。然而,宏观政策有可能导致内外均衡的

冲突。为避免这种“米德冲突”,我们需要为不同的目标制定

不同的政策,即满足丁伯根法则:要实现几个经济目标,必须具

备几种政策工具,并相互配合。(3)支出调整政策和支出转换政

策的组合。支出调整政策主要由凯恩斯理论所表明的需求管

理政策组成,用于调整支出水平。支出转换政策指能够影响贸

易品竞争力、能够通过调整支出构成而增加本国收入的政策,

如汇率、关税、出口补贴、进口配额限制等。狭义的支出转

换政策专指汇率政策。(4)实践中的操作。多数国家以财政和

货币政策维持内部均衡,用汇率政策和直接管制的结合来维持

外部均衡。因为:①财政与货币政策相对于支出转换政策于达

到内部均衡更有利,而汇率政策与直接控制对外部均衡的调节



更有效。②直接控制与汇率政策的结合能够实现总量与结构

调整的统一。(5)评价。应当注意的是,汇率、利率作为经济杠

杆调节内外均衡,能否实现预期的效果取决于诸多因素。其中

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利率市场化程度、资本市场开放程

度是比较关键的三个因素。一国货币的升贬值能否改善贸易

收支,利率的变动能否引起投资需求的变动以及国际资本的流

动对于上述政策和效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市场不发达、经

济中行政干预较多的国家,上述以市场传导机制为基础的政策

搭配的效力将大打折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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