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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概况 

   

  目前，我国金融业已初步形成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四家分业监管的格局，确立了分业监管、一行三会分工合作的金

融监管体系。 

   

  按照金融监管的分工，中国人民银行主要承担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负责外汇管理，负责监督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和票据等交易市

场、黄金市场以及与上述市场有关的衍生产品交易，负责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工具的监测和负责反洗钱工作等。银监会主要负责商业银

行、政策性银行、外资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证监会主要负责对

证券、期货和基金的监管。保监会主要负责对保险业的监管。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优缺点概述 

   

  （一）优点概述。 

  现行金融监管体系不仅提高了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和对细分行业的监管效率，而且有利于中国人民银行更加有效地制定与实施货币政策，因

此总体上是有效的。 

  2011年末，我国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111.5万亿元，同比增长18.3%；总负债104.3万亿元，同比增长18.0%；证券市场境内上市公司

数2342家，同比增长13.5%；股票总发行股本36095.5亿股，同比增长8.8%；保险业资产总额6.01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在世界各国尚未摆

脱金融危机影响的不利环境下，我国金融业能够如此蓬勃向上地发展，金融监管体系功不可没。 

   

  （二）缺点概述。 

  1.未有效实现混业趋势下的监管协调 

  近年来，随着金融综合经营试点的发展和以私募基金为代表的跨行业、跨市场交叉性金融业务的发展，现行分业监管体系面临严峻挑战。

目前我国共有8家商业银行投资设立了基金管理公司，2家商业银行投资入股了2家信托投资公司，7家商业银行投资入股7家金融租赁公司，工

商银行、建设银行和北京银行正在开展商业银行投资保险公司股权试点。然而针对金融混业发展的大趋势，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并未及时做出

相应的调整。 

  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规定以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形式建立新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但部际联席会议机制是由国务院批准建立的临时性金

融监管协调机制，强制力和权威性大打折扣；而且部际联席会议通常以多部门签订“备忘录”的形式建立，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一旦部门之

间对某些政策或业务产生利益纠葛，很容易导致协调无效。 

  2.无法防范系统性风险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实可以这样简单概括：商业银行等贷款机构发放的次级抵押住房贷款，被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进行资产证

券化，包装成为次级抵押贷款债券，再由保险公司提供担保，信用评级公司给债券贴上安全的标签，最后出售给投资人。然而由于房地产市场

泡沫的破裂，次级住房抵押贷款产生的风险被传导到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等相关企业，随后迅速扩散到全球金融市场，

最终导致一场波及金融业各个角落的金融危机。 

  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形成于150多年前，其监管金融业的责任，由12家联邦金融监管机构、众多的自律组织和数百个州一级金融监管机构共

同分担，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即便是这样，它在系统性风险引发的金融危机面前仍显得不堪一击。 

  金融危机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仅依靠现行的分业监管体系难以预防和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对整个金融体系乃至宏观经济整体的巨大威

胁。 

  一行三会对各自的监管对象都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监管方法，但由于缺乏良好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协作机制以及监管机构之间还存在监管目

标、监管标准、监管水平和管理技术等方面不一致等原因，各自为政现象严重，经常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往往是各自都做了

大量的工作但成效并不明显。 

  目前我国宏观调控体系中缺少一个专门的部门从宏观审慎的角度把握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全貌，深入分析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的紧密联系和

相互影响，不仅影响宏观经济决策的准确性和针对性，而且不利于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三、金融审计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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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金融审计概述。 

  依照审计法规定，审计机关负责对国有、国有资本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导地位的金融机构资产、负债和损益进行审计监督；审计署负责对中

国人民银行财务收支情况，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审计署负责对金融监管机构开展绩效审计；审计署负责对金融监

管机构党政领导干部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因此，广义的金融审计，既包括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损益的全面审计，也包括对金融监管机构的财务

收支情况或预算执行情况审计以及绩效审计，还包括对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的经济责任审计。 

  严格来讲，金融审计并不隶属于金融监管体系，但从近几年的工作情况来看，金融审计已成为金融监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海华光骗贷案、“股市名嘴”汪建中操纵证券市场案等一系列金融系统的大案要案，都是金融审计工作成果的直观体现。 

   

  （二）金融审计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目标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审计免疫系统论认为，审计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国家审计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护国家利益。“国家审计按照法律授权和其自然的演进，必

须关注政府责任。而政府责任的核心是国家利益。”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表明，市场经济越发展，金融产业越发达，越要求审计机关把维护国

家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作为审计工作的战略目标。金融业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转的枢纽和核心，在国民经济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金融安全是

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金融审计把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作为目标，既是审计工作的科学发展观，也是审计机关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四、金融审计的功能定位 

   

  （一）审计金融监管机构，评估金融政策，弥补监管漏洞。 

  金融监管机构负责制订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其政策的正确性、及时性、全面性和可持续性影响巨大，备受关注。金融审计通过对金

融监管机构的“外部监管”，及时评估金融政策，促使其弥补监管漏洞。 

  1.对金融监管机构开展绩效审计 

  金融审计通过对金融监管机构进行绩效审计，对金融监管机构履行职能等各项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进行评价，进而评估金融政

策的科学性。同时结合对金融机构延伸审计发现的共性问题，查找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漏洞，促使其及时出台补救措施，防患于未然。 

  2.对金融监管机构进行财务收支情况或预算执行情况审计 

  金融审计通过对金融监管机构进行财务收支情况审计或预算执行情况审计，对其各种专项经费的使用效果进行审计分析和评价，进而评估

其执行金融政策的实际效果。 

  3.对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开展经济责任审计 

  金融审计通过对金融监管部门主要领导同志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结合监管部门工作职责，将金融市场监督、行政审批情况作为重点内

容，揭示在金融监管工作中存在的违规审批以及监管方面存在的不到位等问题，进而推动金融监管机构及时整改，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二）混业审计，监控系统性风险。 

  目前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多是基于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系而制订的，针对金融综合经营的法规制度，仍存在不少空白点和漏洞。金融审

计恰恰弥补了“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留下的监管真空，对防范金融业系统性风险起到了重要作用。 

  1.金融审计的优势 

  （1）通过混业审计，进行综合监管。 

  目前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管职能都集中于特定金融行业，无法实现跨行业的综合监管。审计机关依照审计法及相关规定，对银行

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同时开展审计，而且可以从其他专业审计角度反映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对经济全局的影响。金融审计

利用审计机关内部的沟通机制共享不同专业审计的信息，全面监控金融业的每一个风险环节，实现对金融业的跨行业综合监管。 

  （2）通过正式审计和延伸审计，对所有金融机构进行全面审计或专项审计。 

  除对国有、国有资本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导地位的金融机构资产、负债和损益进行全面审计外，金融审计可以利用对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

会开展绩效审计的机会，针对某专项资金或某专题对其监管的非国有金融机构延伸审计。因此，从操作层面来讲，金融审计可以审计所有的金

融机构。 

  2.通过混业审计监控系统性风险 

  金融审计将审计银行业与审计证券业和保险业相结合，并与国家企业审计和财政审计等其他专业审计相互配合，揭示金融领域系统性风

险。在审计实践中，金融审计在监控系统性风险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果。 

  2008年11月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在政府投资的带动下，银行信贷高速增长，信贷资金主要集中在铁路、公路、基础设施等领域；

大量高速增长的信贷投放可能流向资产市场催生资产泡沫，形成潜在的系统性风险。在这一关键时期，金融审计充分发挥混业审计的优势，通

过对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的审计，发现了部分企业将信贷资金转入资本市场等现象，促使金融监管机构及时修订政策，防止资产泡沫过度放大

或破裂影响经济发展。 

   

  （三）微观审计，揭示和防范风险。 

  微观审计是审计工作的立足点，金融审计也不例外。除审计金融监管机构评估金融政策和通过混业审计监控系统性风险外，金融审计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