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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目的，离开了对开放式基金的监管，其本身及证券市

场的发展就失去了保障。因此，规范开放式基金的运作，加

强对开放式基金的管理和监督，对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促进

基金管理公司的健康发展，稳定证券市场都十分必要。 二、

中国现行的开放式基金监管模式 本文将主要从制度体系、组

织体系和法律体系三方面来讨论开放式基金的监管模式。 （

一）中国开放式基金监管的制度体系 世界各国证券市场对开

放式基金的监管共有三种典型的制度模式，即集中型监管模

式、自律型监管模式和中间型模式。 集中型监管模式也称集

中立法型监管模式，是指政府制定专门的基金法规，并设立

全国性的监督管理机构来统一管理全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的

一种体制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府积极参与市场管理，并

且在市场机构中占主导地位，而各种自律性的组织如证券业

协会、基金公会等则起协助政府监管的作用。自律型监管模

式是指政府除了一些必要的国家立法外，很少干预基金市场

，监管工作主要是由证券交易所、基金公会等自律性组织进

行，强调基金管理公司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作用，一般不

设专门的基金监管机构。中间型监管模式既强调集中立法管

理又强调自律管理，可以说是集中型监管模式和自律型监管

模式相互配合、相互渗透的产物[1] (30)。 中国现行的开放式

基金监管体制属于集中型监管模式，具有集中型模式的基本

特点，但也有一些中国基金市场自身的特征：第一，基本上



建立了开放式基金监管的法律法规框架体系，尽管这一体系

远未完善。1997年11月14日，国务院首先出台了《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这标志着我国有了关于投资基金的统

一规范。2000年10月12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试点办法》，确定了开放式基金的运行框架。经过

不断的探索和完善，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以国务院行政法规为

基准、以证监会有关通知和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为补充的开

放式基金监管法规体系框架。第二，中国目前的基金监管机

构是以国务院下属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主体，包括

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国家计委、原国家体改委、地方政

府及有关部委、地方证券监管部门共同组成的一个有机体系

。中国证监会是国家对全国证券市场，包括基金市场进行统

一宏观监管的主管机构。第三，从1997年开始，证券交易所

直接划归中国证监会领导，强化了证券市场、基金市场监管

的集中性和国家证券主管机构的监管权力。第四，基金管理

公司中实行独立董事制度，以强化基金管理公司的内控机制

和一线监管职能，培养理性投资。目前，已有50多位独立董

事受聘于14家基金管理公司。第五，以“好人举手”制度为

主要内容的基金业准入制度改革成为基金业规范化进程中的

主要内容。 中国选择集中型监管模式是与中国长期实行集中

计划管理积累了丰富经验、证券市场中法律法规和各项监管

尚不完善以及证券投资基金从业人员素质较低、自律意识比

较淡薄的现实状况相适应的。 （二）中国开放式基金监管的

法律体系 各国在基金监管的法律体系上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和

特点：美国式的特点是有一整套专门的证券（基金）监管法

规，注重立法，强调公开原则。英国式的特点是强调市场参



与者的“自律”监管为主，政府很少干预，没有专门的监管

机构，也不制定独立的法律，对基金等的监管，主要是通过

其它相关的立法、法规来加以规范。欧洲式则多数规定严格

的实质性监管，并在相关法规如《公司法》中写入有关基金

管理公司及证券公司的设立、交易和运作等方面的条款，该

模式也不设监管的专门机构[2](132)。 中国的证券投资基金

自1991年创立以来，为规范基金发展，采取了先在地方上立

法，为中央统一立法总结经验的立法思路。 1993年上海市颁

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基金证券上市试行办法》、《上海市

人民币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暂行管理办法》。1992年深圳市颁

布了《深圳市投资信托基金管理暂行规定》，1993年又颁布

了《深圳市证券交易所基金上市规则》，此外还有《深圳证

券交易所投资基金估值暂行规定》。其它地方和部门也有一

些相应的法律规范。这些规范对基金的创立、发展和健康运

作都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但是随着投资基金规模的不断

发展和壮大，某些法律规范只着眼于地方和部门利益，弊端

便逐渐暴露出来。因此迫切需要有一部统一的全国性规范

。1997年11月14日，国务院出台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

办法》，标志着关于投资基金的统一规范的诞生。2000年10

月12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

》，从而确立了开放式基金在中国的运作规范。期间一些涉

及开放式基金运作的相关法律和部门规章也先后出台，形成

了以国务院行政法规为基准，以证监会有关通知和交易所业

务规则为补充的开放式基金监管法规体系。具体来说，该法

规体系由以下几个层次构成：一是以《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

行办法》为代表的行政法规；二是由《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试点办法》等证监会文件所组成的部门规章；三是证券交易

所基金业务规则与证券交易规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登

记结算业务规则；四是基金契约。 （三）中国开放式基金监

管的组织体系 监管的组织体系涉及基金市场监管机构的设置

和职责分工。在集中型的监管模式下可以有三种监管的组织

方式：以独立的证券监管机构为主体的组织方式；以中央银

行为主体的组织方式；以财政部为主体的组织方式。中国开

放式基金监管组织体系的形成经历了较长的制度演进过程。

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简称证券委）及其执行机

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成立，标志着中

国证券（基金）监管组织体系的正式诞生，初步确立了以国

务院证券委及中国证监会为主体，包括中央银行和财政部、

国家计委、原国家体改委、地方政府以及有关部委、地方证

券监管部门等在内的一个多头监管体系。1992年12月国务院

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对于

各监管部门的分工作了基本的规定。1998年，国务院证券委

和中国证监会合二为一，由中国证监会负责对全国证券市场

实施监管。2001年，基金业公会成立，负责对基金业实行自

律管理。至此，中国开放式基金监管的组织体系已经形成，

其结构如图1 附图 三、对现行监管模式的评价及其优化 由于

投资基金尤其是开放式基金在我国发展较晚，又是首先在地

方上逐步推行起来的，同时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和立法模

式等的制约，因此，中国的开放式基金监管模式不完全相同

于国际上成熟的基金监管模式而带有部分中国特色。 （一）

我国目前对开放式基金实行的集中型监管制度体系，较多地

参照了美国的监管模式，具有鲜明的政府主导性特点[3](246)



。首先是集权性和一元化，主要体现在中国证监会是中国证

券市场上唯一的最高监管部门，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

其次是高权威性和高独立性，表现在中国证监会改变以往事

业单位的性质而成为国务院直属的行政管理机构，原证券委

的宏观管理职能和中国人民银行监管证券经营机构的职权被

并入和移交给了证监会，从而使证监会具有了大一统式的、

又相对独立的管制权利。尽管现阶段的中国经济、体制与市

场发展的国情客观要求确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集权管理，但

自律机构及一线监管的重要作用仍是无法替代的，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