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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监管理论的现状与发展——《金融监管学》*导言 

陈学彬等 2003-5-18

*该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人们正在期待其经济复苏之时，又爆发了阿根廷金融危机。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好像是现代经济的毒瘤，难以根

治，并长期危及世界经济的肌体。在此情况下，人们开始反思以往的金融监管理论，学界也围绕以下的问题展开讨论：（1）是否要在金融学

科下专门建立一个金融监管的理论体系，独立于货币银行学，即建立一门金融监管学？（2）如何建立金融监管学？ 

一、金融监管理论的现状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在中国人民大学就“现代金融监管理论和中国金融监管中的问题”发表演讲时认为：“在经济学的分类中，

金融监管还没有成为一个分支。我现在讲的金融监管理论，只是一些观点，不是一个体系，也不是一种方法。”同时，他提出了金融理论方面

的十五个问题，即： 

（1）人类有没有无风险的金融体系，不需要监管的金融体系。这是第一个要点，即从一个没有风险的、抽象的金融体系推导出金融监管的可

能性。 

（2）银行体系的脆弱性。银行有天生的脆弱性。这是第二个要点，它是说银行的脆弱性是由银行高负债率和流动性不足造成的恐慌。 

（3）金融监管的基础和目的在于保护存款人的利益。 

（4）金融监管具有使宏观经济稳定的作用。 

（5）银行与存款者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比较严重，银行与贷款者也存在着信息的严重不对称。 

（6）为防止银行经营者的道德风险，金融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7）最优监管规则理论。它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斯蒂格勒提出的。这个理论说：一个国家的监管不能过度，过度了，就把市场扼杀了，没

有竞争了。但是又不能不监管。什么情况维持着一种最优监管状态，很难确定。 

（8）监管者竞争理论。 

（9）关于监管的成本效益分析。这个理论比较抽象。监管付出了很大的成本。而且监管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成本有多大，很难估算。监管收

益，比如存款者得到了保护，证券市场更加平稳，保险市场上诈骗行业减少等，都属于监管的收益。把监管的这些制度性收益与监管付出的成

本进行比较，来证明监管效益有多大，这很难。 

（10）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 

（11）监管的政治学分析。很多人认为，监管，不论是金融监管还是非金融行业的监管，包括电信、电力、金融，永远都是跟腐败有关系，跟

政治有关系，跟政治利益集团有关系、跟寻租有关系。 

（12）对监管者的监管。对这些监管者，又是中央银行、又是证监会、又是保监会，谁来监管？这里有四个理论假设：第一，监管者不可能什

么都知道，不能假设监管者最聪明。第二，监管者不可能任何时候都公正。第三，监管者不可能永远兑现它的承诺，即监管者不可能随时都说

到做到。第四，监管者也有很强的利益动机。 

（13）有无一套指标体系、一种方法来衡量监管的业绩，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指标，你凭什么来说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谁干得好、谁干

得不好？ 

（14）跨国监管理论。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在探讨。究竟需不需要一个超越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跨国的银行交易、跨国的证券

交易、证券清算，资金流动这么快，需不需一个超国界的监管？而且超国界的监管理论应该怎么样设计，现在没有定论。 

（15）奥林匹克监管理论。监管理论始终在探索一种自律性监管理论，是不是不要政府介入监管，由这些银行协会、证券商协会、交易所组成

一个很有力的自律性监管体系，自己定游戏规则，谁违反这个规则，就把它处罚出场。这十五个问题是对金融监管理论较好的归纳。但是一个

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把这些理论归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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