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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金融开放、金融创新、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
徐 倩

摘 要 我国的金融市场于 2006 年 12 月 11 日实现全部对外开放，按照我国入世承诺，外资银行要享有国民待遇，与中资

银行全面竞争。面对国外混业金融机构的大举进入，国内金融机构纷纷进行金融创新，不断突破原有的义务界限，特别是金

融控股公司的出现，都对我国加快转变金融监管立法理念提出了要求。如何变革以适应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如何建立和

完善开放经济形式下的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同时又能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向着国际金融监管的原则和方向发展，已成

为我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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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关于金融开放的立法现状

在我国加入 WTO 之前，我国专门针对外资银行制订的最重

要的监管法规只有《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外资金融机构管

理条例实施细则》。2003 年 9 月中国银监会正式启动修改工作，新

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修改内容，主要包括：在放

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方面，新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删除了外资银行增设分行的时间间隔要求，删除了设立外资金融

机构的申请被拒绝再次提出申请必须间隔 1 年的条款；适当调低

了外资金融机构扩大业务范围所需的资本金，大幅下调了外国银

行分行经营对非外商投资企业人民币业务、经营对中国居民个人

人民币业务所需要的营运资金数额，并简化了独资、合资银行在华

分行营运资金的档次、降低了最低营运资金限额。为提高审批和

监管效率，新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在很大程度上

简化了外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审批程序等。但新的《外资金融

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在外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条件、分行与

子行的差别对待、事中监管、危机处理等方面仍有不足。

二、金融开放、金融创新与金融安全的关系

金融开放是指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本国金融市场和本国金融

机构进入外国金融市场，包括有关国内、国外金融机构的市场准

入条件、市场退出条件和对金融业务的监管方式等。金融创新是

指在金融机构或政府推进金融运行的过程中，通过各种因素的重

新整合和创造性变革所产生或引进的新事务，包括金融制度创

新、金融工具创新、金融组织创新、金融市场创新等。金融安全是

指国家金融体系诸要素不被破坏和威胁，国内和国际金融资源得

到有效保障的状态。

金融开放对一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是多方面的：1．金融开

放有利于在吸收外国资本为本国经济建设服务的同时，使本国的

金融消费者享受到更优质的金融服务。2．金融开放有利于促进

和加快一国整体改革的步伐。3．实行金融开放，并且在金融全球

化的大潮中，有效的防范金融危机，既可以增强本国的整体经济

实力，又对国际金融安全作出了贡献。金融开放对金融安全有

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金融开放使得一国的金融市场融入到国

际金融市场之中，而国际金融市场具有比一国金融市场风险大得

多的内在不稳定性，这些不稳定性直接威胁着本国金融安全。主

要表现在：1．国内、国外资金的流动容易受到市场预期和信心的

变化而出现急剧的变动，加大了对境内金融资本流动的监管难

度。2．信息技术的进步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使得国际资本活动

的参与者能够十分迅速的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笔资本的跨国流

动，为国际投机资本的兴风作浪提供了条件，加剧了金融市场的

不稳定性。3．大的国际风险投资基金和投资银行能够进行高达

20、30 倍的高杠杆运作，其可调动的资金远大于中小金融市场所

能承受的规模，使中小金融市场很容易受到少数国际风险投资基

金或投资银行的阻击。

金融创新对一国经济发展具有以下重要的积极影响：1．提高

了本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2．金融创新促进了资本的国际流

动，金融创新的浪潮，拆除了许多国家在资本流动方面所设置的

障碍。3．金融创新提高了全球范围内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影

响金融安全的两个主要因素是金融开放和金融创新。在全球化

背景下，金融开放是大势所趋，但顺应国际金融发展的潮流不等

于盲目开放。因此，一国的金融监管立法就是要在金融开放、金

融创新、金融效率和金融安全的相互关系中寻找平衡点。

三、结论

随着我国加入WTO，影响金融安全的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加。

因此，在金融监管立法中，加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的规定

以维护本国的金融安全是非常必要的。在金融全球化引起的国

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可以看到各国的金融监管立法目的已

从过去以保证金融安全为主转向以促进金融效率为主。对于金

融业尚不发达的我国而言，金融监管立法在体现金融安全原则重

视金融安全的同时，更要处理好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的关系。现

代金融监管的理念应当是金融效率优先、兼顾金融安全和金融效

率。金融监管的效率原则要求，凡是金融市场主体能够以高于监

管者的效率来解决问题的，在原则上都应当由他们自己来解决，

金融监管的目标是整个社会效益的提高。只有从金融监管效率

入手，才能使金融业得到长久与稳定的发展，并保证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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