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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刚、易宪容：建立金融突发事件应急机制(2004年1月16日)

文章作者：王国刚 易宪容

    所谓金融突发事件，是指具有影响某一局部地区(在中国可以“市”为界定单位)经济社会秩序稳定或影响全国经济社会秩序的突发性金

融事件。因此，一般的金融犯罪、金融市场波动和金融系统调整不属于金融突发事件范畴。 

    金融突发事件的可能类型包括： 

    1.银行挤兑。即在１日或几日内突然有大量存款人到商业银行提款并引致影响到经济生活秩序的不稳。 

    2.股市爆跌。由此引致一些投资者采取极端行为(甚至打砸等暴力行为)影响了当地的经济社会秩序稳定。 

    3.技术故障。如金融机构中的计算机系统出故障引致相关人员的利益严重受损，一些人对处理方案不满意而采取极端行为。 

    4.金融机构倒闭。一些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因经营不善或其他原因而倒闭，可能引发地区性金融突发事件(如海南发展

银行事件)。 

    5.境外金融冲击。例如，在准许境外短期资金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条件下，一旦这些资金在短期内巨额外流或巨额进入都将对中国境

内的金融市场形成强力冲击，由此，将严重影响境内投资者或存款人、借款人的利益，从而，影响到经济社会秩序的稳定。 

    6.金融危机。在中国金融市场日益国际化的条件下，国际金融市场的危机可能直接影响到中国金融市场的运行状况，引发中国金融的

波动或危机，另一方面，中国实体经济部门或金融部门的风险在不短累积的条件下也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7.其他突发性事件引致的金融突发事件，如美国的“9·11”事件、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事件等。 

    建立金融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应从4方面着手： 

    一是在总结国内外有关经验的基础上，着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严格执法。其中包括，建立金融应急的法律或法规，建立金融应急的

执法组织，明确金融应急的具体措施等。 

    二是建立金融突发事件的防范机制，以预先防止突发事件的发生。其中包括，建立针对金融突发事件的研究机制，建立各金融部门的

信息沟通制度和技术系统，建立有关防范性金融机构(如存款保险机构等)，建立防范风险的市场机制(如上市公司的退市机制、金融机构的

救助机制等)。 

    三是建立金融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其中包括，金融突发事件的预警指标、监控组织、报告程序、处置制度、具体措施和信息管理

等。 

    四是建立金融突发事件的处置机制，以免小事件酿成大事件。其中包括，针对金融突发事件的指挥中心、决策程序、组织系统、信息

报告程序、保密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资金调动、技术控制、金融机构接管直至实行金融管制等。 

    处置金融突发事件，应该结合我国国情和金融业的特点，应实行“统一指挥、组织落实、明确责任、信息共享、措施得力、执法严格”

的原则。 

    建立金融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目的主要有三： 

    一是防止金融突发事件的发生，或在金融突发事件发生后，防止该事件的蔓延扩大。 

    二是防止或最大限度地降低由金融突发事件给金融业及其他产业带来的经济损失。 

    三是防止或最大程度地降低由金融突发事件给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 

    要达到这些目的，金融应急机制的建立就应科学、具体、严格，不应漏掉一个环节一个要点。 

    “9·11”事件发生后，为了使突发事件对经济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并在短期内迅速恢复美国人民的信心，避免恐怖袭击

事件酿成经济社会的灾难，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其中包括：(1)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2001年9月14日宣布

将采取一系列紧急应对措施，以确保美国股市的稳定与发展；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立即做出反应，当天向金融市场注入了800亿美元

资金，并要求欧洲央行向金融市场注入1300亿欧元，以保证金融市场的流动性。(2)美国股市开市前两个小时，突然宣布降息0.5个百分

点，使联邦基金利率降到近40年来的最低水平。 

    建立金融应急机制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不仅应深化改革、大胆创新，而且应与时俱进地不断完善。从我国具体情况来看，

以下几项基础性工作的展开是十分紧迫的： 

    1.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变中央集权式金融体制为符合金融市场发展要求的多元化多层次金融体系。目前，我国金融机构主要由中央政

府部门直接掌管，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有全国金融资产的70％以上。这种格局继续发展下去，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就容易形

成全国性大事件，因此，应予以高度重视。解决方案是，通过大力发展地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降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金融系统中的地

位，使单家金融机构引致的风险不至于酿成全国性事件。 

    2.完善金融技术系统，提高信息共享的程度。各个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信息沟通不顺畅，是引致金融突发事件的重要成因。

要改变这种状况，消除金融突发事件的隐患，必须。加速金融体系中的信息化建设，提高各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程度。 

    3.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不仅要完善监管部门对相关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管，尤其是加强对资金调动、财务活动、经营状况、资产

结构、投资项目等方面要加强监管，而且应加强各家金融机构的内部监管，在金融机构国际化的条件下，尤其要加强对分支机构的内部监

管，防止李森事件的发生。 

    4.建立全国统一的应对金融突发事件贷款机制和财政机制，一旦突发事件出现，立即启动运作。这些机制中包括：运用市场方法并购

有关金融机构的机制，强制性停止有关金融机构营业的机制，接管有关金融机构的机制，中央银行的紧急贷款机制，对存款人的风险补偿机

制，财政性救助机制等。 



    5.完善金融体系的法治。一方面应加速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或修改工作，形成一套比较完善具有国际水准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另一

方面，应严格金融执法，坚决打击各种金融犯罪和在信息、财务、资产、投资等方面的造假行为，维护金融活动的正常秩序。 

    6.加强国际合作，防范国际性突发事件。一方面应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的经验，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和应急机制；另一

方面，应加强与各国和地区的金融监管部门、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实现信息共享，建立联手防范、预警和处置国际性金融突发事件的机

制。 

文章出处：《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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