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货币银行学第二十一章金融监管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

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3/2021_2022__E8_B4_A7_E

5_B8_81_E9_93_B6_E8_c49_83398.htm 1．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

与金融管理的复合称谓。金融监督是指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

机构实施全面的、经常性的检查和督促，并以此促使金融机

构依法稳健地经营、安全可靠和健康的发展。金融管理是指

金融监管当局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实行的领导、组

织、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的活动。 2．狭义的金融监管是指

金融监管当局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对整个金融业（包括

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上所有的业务活动）实施

的监督管理。广义的金融监管是在上述监管之外，还包括了

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与稽核的自律性监管、同业组织的互律性

监管、社会中介组织和舆论的社会性监管等。 3．在经济和

金融发展的不同时期，金融监管的目标、内容、方式和力度

都不尽相同，金融监管体系也是随着经济和金融的发展而不

断充实和完善的。各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监管大致经历了3个

阶段：①本世纪30年代前的相对宽松阶段；②本世纪30-70年

代的严格管制阶段；③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完善强化阶段

。 4．金融监管体制的类型有两种划分方法。如按监管机构

的设立划分，大致可去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中央银行独家行

使金融监管职责的单一监管体制；另一类是由中央银行和其

它金融监管机构共同承担监管指责得多元监管体制。如按监

管机制的监管范围划分，又可分集中监管体制和分业监管体

制。 5．金融监管目标是实现金融有效监管的前提和监管当

局采取监管行动的依据。金融监管的目标可分为一般目标和



具体目标：一般目标应该是促成建立和维护一个稳定、健全

和高效的金融体系，保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健康的发展，

从而保护金融活动各方特别是存款人的利益，推动经济和金

融发展；具体监管目标各国有差异。 6．我国现阶段的金融

监管目标可概括为：一般目标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

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保护公平竞争和金融效率的提高，

保证中国金融业的稳健运行和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具体目

标是经营的安全性、竞争的公平性和政策的一致性。 7．金

融监管的基本原则包括：监管主体的独立性原则；依法监管

原则；“内控”与“外控”相结合的原则；稳健运行与风险

预防原则和母国与东道国共同监管原则。这些原则渗透和贯

穿在监管体系的各个环节和整个过程的始终。 8．金融监管

的内容包括：市场准入监管；市场运作过程的监管和市场退

出的监管。 9．金融监管的手段与方式有：依法实施金融监

管，运用金融稽核手段实施金融监管和“四结合”并用的全

方位的监管方法。 10．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主要包括：市场准

入监管-对设立和组织机构业务范围的监管、市场运作监管-

对资本充足性、存款人保护、流动性、贷款风险、准备金、

财务会计的监管、市场退出的监管。 11．金融市场监管大致

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其一是指国家或政府对金融市场上各

类参与机构和交易活动所进行的监管；其二是指金融市场上

各类机构及行业组织进行的自律性管理。 12．金融市场监管

原则：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制止背信的原则；禁止欺诈

、操纵市场的原则。监管内容：①金融工具发行的监管；②

金融工具转让交易的监管；③证券市场参与者的监管。 13．

金融市场监管机构是指专门对金融市场行使监管职能的机构



。中央银行和国家专设的监管机构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属于外

部监管；证券交易所和金融系统内各类行业性协会组织是金

融市场的自律性监管机构。我国的金融市场管理机构主要是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自

律性监管机构，除深圳、上海两家证券交易所外，影响最大

的是中国证券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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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