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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与市场效率抉择

邬 鹏

（云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本文对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以及金融市场的效率进行了分别的介绍，并分析了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

影响，通过这样的分析，为人们进行金融体系安全稳定与市场效率的抉择时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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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安全、金融稳定、金融市场的效率

（1）金融稳定。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是法律赋予中国人民

银行的艰巨任务和职责。但是，法律并没有很精确的来界定金

融稳定。实际上，在国际上对于金融稳定的研究也尚且刚起步，

将金融稳定的认识综合起来大致可以概括为，从宏观上来看，

所谓金融稳定就是要求三个组成金融体系的部分：金融市场、
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的基础设施都可以正常的运转起来，并可以

进行正确的评估、同时可以使金融风险得到防范和化解。其中，

金融市场是指股票、货币、债券以及衍生品市场等。金融机构是

指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政策性银行、证券公司等。金

融的基础设施是指支付、法律、会计体系以及清算等。（2）金融

安全。在经济安全中，金融安全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从静态

的角度看，金融安全指的是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不会遭到威胁

和破坏，同时，能够保证国际和国内的金融资源的有效供给；从

动态的角度看，金融安全指的是要在金融体系的运行过程中保

持动态的均衡与稳定。从宏观上看，金融安全是指整个金融行

业能够抵御危机的能力；从微观上看，金融安全指的是金融机

构能够避免出现破产、挤兑以及流动性的危机等不能支付的情

形。由此可见，金融安全问题表现为多种形式，有局部的风险，

也有系统性的风险。因此，从宏观的角度看，金融安全近似地等

于金融稳定。（3）金融市场的效率。效率是指投入与产出之间的

比值，也就是成本与收益的比值。效率的实质在于体现出如何

才能实现社会资源合理的利用和配置。从微观上讲，金融效率

是个体在金融活动中的效率；从宏观上讲，金融效率是指金融

行业整体的运行效率。金融体系组成社会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

部分，因此，对金融效率的评价标准便是增加了社会的净福利。
二、金融安全稳定与金融效率的关系以及两者的抉择

一方面，两者之间的关系既对立又统一。首先，要实现金融

安全必然要求金融行业能够有稳定的发展，甚至排斥包括一些

技术创新等可能会造成不稳定的部分因素。而金融效率则更多

的关注如何实现金融资源的最合理最优化的配置。金融安全稳

定与金融效率之间的对立关系便体现在两者之间在取向上的

矛盾。其次，作为两个组成金融发展的重要的部分，金融效率和

金融安全在本质上是相互统一的。另一方面，金融的安全和稳

定是确保金融效率的最重要的基础，而且是把提高金融效率，

促进其发展做为最终的目标。如果没有金融的稳定和安全作为

保障，金融的效率也是无法实现的。但是，绝对的金融稳定对提

高金融的效率是十分不利的。也就是说，金融效率只有建立在

安全稳定基础上，才是可以让金融资源同时符合理性化和最优

化的配置方式。如果没有金融安全稳定作为保障，即使能够在

短期内实现金融效率的提高，但是长期中则难逃危机的命运。
同样的，只有能够包容创新包容效率的金融安全，才是富有生

机和活力的可持续实现的金融稳定。而所谓的死水无微澜的绝

对安全是不值得提倡的。因此，在面对金融安全稳定与金融市

场效率的抉择时，必须妥善的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深刻

认识到两者间相互对立有相互联系的影响作用。当前，我国正

处于推动市场化取向的金融改革进程中，应当在兼顾金融安全

稳定的基础上大力提倡金融效率的提高，由此来推动金融行业

长期持续的健康发展。
随着金融与经济的联系越加紧密，金融危机涉及的范围也

扩大了很多，其破坏力不断加强，在全球化的今天，金融危机通

过跨国界的传递，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

如果保证金融市场的效率，如何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

便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近几年来，金融行业飞速发展，金融与

经济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因此，金融危机的影响力也在不

断扩大。在此背景下，加强金融安全稳定性变得至关重要。而如

何处理好金融安全稳定与金融效率之间的取舍均衡则是关系

金融业能否实现快速发展和健康发展的关键点。本文便是对金

融安全稳定与金融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对两者之间的

抉择和权衡提出了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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