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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商业银行混业经营已是世界性的潮流，越来越显示其优越性，即可以促进银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分散风险，

增加赢利，提高竞争力。我国商业银行也已开展混业经营并向纵深发展。但我国却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

的政策，在原则上禁止商业银行开展混业经营。为顺应世界混业经营的潮流，我国应当改变原有分业的政策，允

许、促进商业银行开展稳健、有序的混业经营，并加强监管，完善法律，以保障商业银行混业经营在法治化的道

路上健康发展。 

本文分五章来探讨商业银行混业经营法律监管问题。 

第一章是商业银行混业经营概论； 

第二章是商业银行混业经营之法律风险及监管的必要； 

第三章是域外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的监管制度与借鉴； 

第四章是混业经营趋势下我国商业银行法律监管的缺漏与革新思路； 

第五章是混业经营趋势下我国银行法律监管革新。  

关键词：商业银行；混业经营；法律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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