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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7_BB_8F_c49_646428.htm 金融监管理论 1， 金融监管 概

念：即金融监督管理，是指一国的金融管理部门依照国家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实施外部监

督、稽核、检查和对其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以达到稳定

货币、维护金融业正常秩序等目的所实施的一系列行为。 银

行业监管必要性：银行提供的期限转换功能，银行是整个支

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的信用创造和流动性创造功能

。这些特性使得维持银行业的稳定性成为必要。 2， 金融监

管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市场失灵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 (1) 市

场失灵理论：金融体系存在着负外部性.具有公共产品特征.金

融机构是经营货币的特殊性企业，不能过分强调竞争从而影

响稳定。 (2) 信息不对称理论：银行与存款人、借款人之间的

信息不对称导致银行体系存在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

题。 3， 金融监管的一般性理论 (1) 公共利益论：政府可以作

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来实施管制以克服市场缺陷 (2) 保护债权论

：为了保护债权人利益，所以需要金融监管。 (3) 金融风险控

制论：银行的高负债经营、借短放长和部分准备金制度导致

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而金融资产的可流通性又使得银行体

系有着系统性风险和风险的传导性，所以金融业比其他行业

更加脆弱，金融监管尤其重要。 (4) 金融全球化对传统金融监

管理论的挑战 金融监管体制 1，概念：是指一国金融管理部

门的构成及其分工的有关安排。 2，分类： (1) 以中央银行为

重心的监管体制和独立于中央银行的综合监管体制 以中央银



行为重心的监管体制：以中央银行为重心，其他机构参与分

工。美国是典型代表，虽然在联邦一级存在多个监管机构，

但美联储是惟一一家能够同时监管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的联

邦机构。 独立于中央银行的综合管理体制：在中央银行外，

同时设立几个部门对银行、证券和保险金融机构进行监管，

但中央银行在其中发挥独特作用。德国是典型代表。 (2) 统一

监管体制和分业监管体制 综合监管体制：以英国为典型代表

，随着混合经营趋势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这种体制

。 分业监管体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仍然实行

分业监管体制。 3，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演变：从单一全能

型体制转向独立于中央银行的分业监管体制，目前已建立起

由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组成的分业监管

体制。 巴塞尔协议 1， 1988年巴塞尔报告 (1) 资本组成：将银

行资本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核心资本包括实收股本和

公开储备，附属资本包括未公开储备、资产重估储备、普通

准备金和呆帐准备金、混合资本工具和长期次级债券。 (2) 风

险资产权重：根据不同类型的资产和表外业务的相对风险大

小，赋予它们不同的权重，即0%、10%、20%、50%、100%。

(3) 资本标准：资本充足率，即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不

得低于8%，其中核心资本比率不得低于4%。 (4) 过渡期安排

2， 2003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1) 最低资本要求：继承了过去以

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想，将资本金要求视为最重要的

支柱。 (2) 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强化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

职责。 (3) 市场约束：强调以市场力量来约束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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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