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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和全球实体经济的衰退，我国加强了对金融安全的研究。理论界研究表明，各国金融创

新中金融安全的缺失，金融安全体系职能不完善，风险防范处置能力不强；中央银行核心地位不突出，难以有效履行应有职能

等问题是影响国家金融安全体系的主要问题。我国防范金融创新风险，必须提高金融创新的信息透明度，这是保障金融安全

的基本条件；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管理，这是保障金融安全的基础环节；完善金融创新的监管体系，这是保障金融安全

的核心要求。
[关键词] 金融风险；金融安全；金融产业安全

[中图分类号] F831.5 [文献标识码] B

一、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

国内学者对金融风险的研究较晚，一般从亚洲金融

危机以后才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金融风险和金融安全。
王硕平(2000)较早地应用系统的思想和方法对金融风险

进行研究，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建立了我国

金融风险系统结构、确定风险指标权重和综合评价风险；

许文彬(2001)以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的角度从理论上对金

融风险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行逻辑推演和理论归纳；章

和杰(2002)通过分析金融风险的内在机理，得出影响中国

金融系统风险的主要因素是中国基本金融制度存在严重

缺陷的结论，并提出亟需建立中国金融风险预警模型并

寻找中国金融制度的改革路径；张奇(2002)认为金融风险

的形成从本质上说是由于金融市场长期偏离均衡所引起

的，在冲击动力机制的作用下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逐步

积聚与增强金融风险随之产生在传导机制作用下金融风

险逐步扩散对实质经济产生影响在稳定机制作用下金融

风险逐步得到控制；方先丽(2003)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

象，重点阐述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金融风险具有的

新特征，并首次提出了中国应防范和监管金融创新产生

的金融风险。
随着对金融风险理论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也逐渐

跟上了国外前沿的研究步伐。向文华(2005)通过对金融自

由化与发展中国家金融风险的相关性进行了定性定量分

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金融风险向金融

危机转化的条件、原因和后果作了开创性研究；马一民

(2006)和谷季娟(2007)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利率风险、汇
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形成机制，并建立了各

自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戎生灵(2007)对金融风险理论的

总结，以及国内外金融风险现状的比较分析，提出了建立

现代金融风险防范的金融监管体制。

而 2007 年次贷危机的爆发，使我国理论界逐步重视

对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并且加大了对金融创新

风险的研究。但对金融创新风险的探究，我国开始于 21
世纪初。陈子季(2000)通过详细分析金融创新的宏观效

应，认为金融创新是“双刃剑”，既促进了金融发展，又为

货币政策的制定带来困难，同时也增加了金融体系的潜

在风险；刘笑萍(2002)对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分

析，认为市场性创新虽有助于提高效率，但可能造成金融

风险，如果制度性创新与市场性创新相互适应，则在提高

金融交易效率的同时，也有效地规避了风险。张亦春

(2002)对金融创新与金融安全的研究认为，它们之间是相

辅相成的关系；巴曙松(2003)认为金融监管应当尊重金融

机构的创新能力，实行激励相容的监管与鼓励金融创新

的监管理念；于红川(2004)认为金融创新过程中形成的风

险过度集中和相互关联，使风险的发生会导致整个金融

体系的危机，应在提高系统效率的同时还增加了金融系

统风险。
通过对次贷危机形成及传染机制研究的深入，更多

的国内学者对本次金融危机本质有了清晰的认识。时辰

宙(2008)认为金融创新风险主要集中于金融工具、金融机

构、金融政策等层面上；唐震斌(2008)认为金融创新应加

强金融监管创新，从而改善我国金融组织结构，预防金融

风险；余斌(2008)从微观角度分析了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

的对立关系，并建议慎用金融创新；杜志强、吕彬(2008)以
及彭雪峰(2008)提出要发挥金融创新的积极作用，就必须

加强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的金融风险防范和反馈机制；

李健旋、裴平(2009)认为我国应处理好金融创新与实体经

济的关系，加强金融风险监管。

二、产业安全与金融安全

从 20 世纪末开始，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加

[文章编号] 1009- 6043（2010）01- 0033- 02

第 2010 年第 1 期
（总第 341 期）

商 业 经 济
SHANGYE JINGJI

No.1，2010
Total No.341

33- -



速，国内学者就金融安全问题展开了不同层面的研究剖

析，大致可以分为银行业、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三大类。
本文所研究的金融产业安全主要集中于中观和宏观的实

体经济之内。梁勇(1999)提出开放经济下“金融主权”是控

制金融体系的力量，保持对国内金融顺利运行和金融良

性发展的控制；雷家骕(2000)认为金融安全的隐患来自金

融系统中各主要部门及其业务管理中产生的个别金融风

险，强调通过严格科学的管理，来消除个别金融风险从而

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刘立峰(2001)从全局性和整体性方

面，分析一国金融风险问题，认为经济周期、结构、制度与

政策是宏观金融风险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因素，也是防范

宏观金融风险的主要方面；黄金老(2001)认为国家安全问

题生成于一国内部的金融自由化，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因

国际资本投机性冲击而引爆一国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刘

沛、卢文刚(2001)认为金融安全应当是一种动态均衡，而

且是基于信息完全和对称及其反馈机制和应激机制良好

的运行基础上的动态均衡；刘锡良(2004)认为金融安全是

以金融功能的正常实现为特征的，在产业层面上的金融

安全是金融中介机构交易服务、经纪功能、证券转换三大

功能的正常运转，资金流的渠道畅通、市场不完备性的弥

补、流动性的提供。
次贷危机爆发和全面扩散之后，国内学者从产业方面

对金融安全又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看法。郑新立(2007)
认为从金融行业本身入手，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

金融产业安全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叶建华

(2008)从政府干预的角度提出了保护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的安全、维持金融产业平稳运行与建立金融安全体系的建

议；贺强(2008)通过总结次贷危机的教训，提出了一整套保

障金融产业安全的措施，包括建立统一的金融风险委员会

以及创立金融产业安全机制等；潘园园(2008)认为在国际

金融的开放必须以建立金融业风险防范机制为基础；曹玉

书(2008)从宏观上论证了中国经济与金融安全的关系，认

为企业微观基础的加强是金融产业安全的根基，金融企业

的内在竞争力是金融产业安全的核心，而金融管理体制的

完善是金融产业安全的保证；刘元(2009)认为美国次贷危

机中政府调控不力，金融外部监管松散，金融产业结构脆

弱等方面导致了全球经济的衰退，并提出从产业组织、监
管机制等方面加强我国金融业安全。

三、金融创新风险与金融安全的关系

随着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危害不断扩大，我国经

济学界也结合本次次贷危机的经验教训，对金融创新与

金融安全的关系提出了独到见解。何德旭，范力(2008)从
实证的角度透过美国次贷危机系统地分析了美国金融创

新中金融安全问题，他们认为：首先，金融衍生品的创新

给金融安全埋下了危机的种子；其次，资产证券化———这

一金融业务的创新带来了金融安全的不稳定性；再次，财

务管理、资产管理和资本运作的金融服务创新导致的金

融体系风险；金融创新的风险转移机制加剧了次贷危机

的风险在全球的扩散性和危及性。穆西安(2009)从国家金

融安全体系视角论证了各国金融创新中金融安全的缺

失，如金融安全体系职能不完善，风险防范处置能力不

强；中央银行核心地位不突出，难以有效履行应有职能；

审慎监管框架未能有效建立，无法全面覆盖金融风险；存

款保险制度安排存在缺陷，不能适应风险处置要求等。而

且他在建议中强调应发挥政府的金融安全功能和规范金

融创新作用。何德旭，郑联盛(2009)首次辨证地论述了金

融创新与金融安全的关系，并从防范金融创新风险的角

度去阐述如何做到金融安全。主要内容包括：

金融创新对金融安全的积极影响：在微观层面上，金

融创新对金融安全的促进作用体现在金融风险规避、金
融效率提高和金融市场发展等方面；宏观层面金融创新

的宏观效应主要集中在金融创新对货币流通、金融体系

稳定性和金融发展安全等方面。
金融创新对金融安全的负面影响：金融创新可能造

成货币流通的不确定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金融危机的

传染性和系统性风险。金融创新对货币稳定性的不利影

响主要体现在降低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增强了货币供

给的内生性以及削弱了货币政策的可控性；金融创新带

来的金融脆弱性主要表现在金融创新的杠杆效应、复杂

性、信息不透明和流动性的易变性等；金融创新对金融安

全威胁的另一个方面，是金融创新放大了金融危机的传

染性。
防范金融创新风险的金融安全措施：一是提高金融

创新的信息透明度是保障金融安全的基本条件；二是金

融机构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管理是保障金融安全

的基础环节；三是完善金融创新的监管体系是保障金融

安全的核心要求；四是货币金融当局的有力救援是金融

风险扩散的有效防火墙；金融创新仍是规避或减少金融

风险，保障金融安全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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