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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学的金融决策系统的模型构建与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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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金融生态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金融决策生态系统的模型是由决策生态核、决策内生态和决策外生

态 3个关系圈层所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并重点探讨了金融决策内生态系统的基本结构及各要素的优化效应, 最后指出中

国金融管理的发展定位及策略选择.通过该研究可以将公共金融理论分析与实际国情结合起来, 为探索中国特色的金融管

理发展道路,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提供系统的基础理论和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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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金融生态是指影响金融业生存和发展各种因素的总和, 它是既包括与金融业发展相互影响的政

治、经济、法律、信用环境等因素,又包括金融体系内部各要素, 如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产

品,通过资金媒介和信用链条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系统. 从生态角度来看金融业自我协调发展问

题,有助于人们认识和分析中国金融体系存在大量不良资产积累、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

作为一个社会生态系统, 金融决策活动日益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诸多生态因素的影响,致使决策难度

不断增加.传统的金融决策理论与方法因其局限性已经越来越不适应解决复杂的金融决策问题,而生态学

的理论范式与金融运行其中的由相关因素组成的系统环境有很大的学理上的相似性和可比性,如同生态

学认为任何有机体都是环境的产物,必须与其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交换才能生存一样, 金融生态学认为,任

何一个金融系统也不能孤立于环境而存在,正确理解金融系统就不能脱离它特定的环境,必须将它放在与

其环境互动的关系中加以考察
[ 1]

.因此在金融学的理论研究中, 完全可以借用生物界的生态理论和名词,

以此来为公共金融学的理论发展寻找新的源生点.从生态学视角出发,把握金融决策生态系统的特征与规

律,并通过金融决策内生态的优化效应,增强金融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规范性,是中国金融决策体制改

革的重要内容.

1 基于生态学的金融决策技术分析
金融决策, 是公共金融管理活动的基本环节和组成部分,具体是指金融领导机构或金融领导者在一定

环境和条件下, 为履行金融职能而进行的一种抉择对策及做出决定的活动与行为.金融决策在公共金融管

理系统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金融系统的作用与成效如何, 关键在于金融决策的正确与否 [ 2] .

作为公共金融管理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金融决策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的生态系统. 当前,金

融决策系统正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内外各种要素的综合影响.金融决策环境的历史性变迁与金融决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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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原有格局、功能之间的矛盾, 导致系统面临的不适应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决策生态中还存在诸多风

险与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决策体制不健全、决策参与群体 (生态种群)未形成协同合力、决策主体与

内外生态要素缺乏互动、决策程序不合理、决策技术手段落后、缺乏对决策的系统性研究和循环性分析等

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这就要求决策者必须转换传统的决策思维,开阔决策视野,创新决策方式,从生态学

的角度研究金融决策生态系统的结构、内在机理与决策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优化决策生态的方法与途

径,有效形成和发挥决策生态系统的优化效应,进而实现金融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
[ 2]

.

金融决策及其环境和影响因素可被视为一个具有生态学结构功能单位意义上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

是指生物群落与其生存环境之间以及生物种群相互之间密切联系、相互作用,通过物质交换、能量转换和

信息传递,成为占据一定空间、具有一定结构、执行一定功能的动态平衡整体 [ 3] . 金融决策作为一项系统

性、动态性的社会活动,其生态特性在于: ( 1)金融决策中包含人、信息、制度、技术等要素,深受经济结构、

社会组织、沟通网络、符号系统、金融构架等基本环境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和影响.这些要素和环境在生态学

意义上即从种群、群落、人与环境的关系等方面构成了金融决策生态系统. ( 2)金融决策始终处于协调运转

的动态过程中, 要维系这种动态性的平衡与良性循环, 必须实现金融决策系统内外的能量、信息与资源的

共享与交换,这就如同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是生态系统的 3大功能, 其实质是在对资源进行优

化的整合和分配的进程中实现生态效能的最大化.

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研究金融决策, 要转换金融决策的传统思维定势, 树立决策生态观念,实现金融决

策的理念重塑. 长期以来,在 权力本位 思维的支配下,一部分金融部门的领导干部将金融决策视之为 金

融首长负责制 制度条件下金融权力运用的具体体现, 金融决策的主观性、随意性和排他性较强,缺乏协同

理念、环境意识与科学决策观念, 急功近利 、长官意志 、个别人或小群体随机拍板 等现象时有所现.

这都严重影响了金融决策的效能与质量,也扭曲了金融决策 以人为本 的公共服务价值取向.

金融决策活动从 随意性 和 非理性 的决策状态,走向科学、民主、有效的决策新境界,就要求决策者

在金融决策活动过程中理性地把握和遵循生态学定律.作为现代金融决策者,须充分意识到金融决策的任

何行动都不是孤立的,决策的主体、客体、目标与环境之间有密切的 关系效应 ;金融决策系统中的影响因

素与其他因素形成了相互联系和相互交融的格局;所制定的任何金融决策方案均不能有违生态发展和社

会发展的规律, 不应对符合生态、社会发展的规律与趋势的自然进程产生任何干扰.准确把握和依循现代

金融决策活动这些生态学意义上的基本准则,金融决策活动才能符合生态法则,并获得决策生态系统的优

化效应.

2 金融决策生态系统结构模型
金融决策生态, 是指在金融决策活动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作用和影响决策活动的经济结构、社会组

织、沟通网、符号系统、金融构架等基本生态环境要素的总和.其基本构成要素包括内外 2个层面: 金融、经

济、社会、文化、自然等外部层面要素对金融决策活动具有重要影响, 而决策者、制度、技术等内部层面要素

则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些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互利共生、动态平衡, 构成了一个有机的金融

决策整体生态系统.

图 1 金融决策生态系统结构模型

根据现实生态拟建的金融决策生态系统是决策

生态核、决策内生态和决策外生态 3 个关系圈层的

构成与集合,如图 1所示.在该系统结构中, 核心圈

层是处于中枢地位的决策者和决策机构, 亦即决策

生态核;第二圈层是影响决策活动的直接环境圈, 即

决策内生态, 包括决策生态种群、政策、机制、流程、

信息、知识和技术等生态环境要素;第三圈层是金融

决策生态系统的外部支持环境圈, 包括金融、经济、

文化、社会、自然等外部生态要素, 是金融决策的外

圈层生态环境, 亦即决策外生态或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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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涉及金融决策整体生态系统中诸如种群、制度、技术等核心生态因子, 金融决策内生态系统在整

体系统的 3个圈层中处于重要的地位. 它通过自身要素的整合和优化,影响和制约核心圈中决策者的判断

和选择行为,并推动决策者做出正确决策,进而间接地对外生态系统要素产生优化效应.

在金融决策整体生态系统中, 核心圈的决策者虽具有主导和决定作用, 但有其特定的运作范围, 金融

决策的制定、选择、执行、完善等有赖于内生态诸要素尤其是咨询辅助种群发挥基础作用.同时,决策内生

态又是将决策外生态相关影响因素传输给决策者的重要纽带,从而为决策者进行正确决策提供经济基础、

人文背景、金融秩序、社会环境等方面的保障.

从金融决策整体生态系统 3个关系圈层(决策生态核、决策内生态和决策外生态)的逻辑活动过程来

看,决策者通过决策内生态中的利益博弈、规则约束和方法选择,形成科学决策,达到决策外生态的优化.

在决策外生态优化的基础上, 种群对决策者又会提出新的政策诉求, 要求其继续通过发挥内生态优化效应

来制定更好的政策, 对决策外生态进行新一轮的优化. 这是一个 涟漪 式正向放大、内外关系互动的过程,

全部决策活动的价值导向是促进决策外生态中的经济发展、金融文明、社会和谐、文化进步、人与自然的和

谐相处.

决策生态核以决策内生态为依托和平台,整合决策外生态的相关影响因素,促进以利益聚合、表达、协

调为核心的协商和对话机制的建立,让各决策利益相关者 在宪法、法律、习惯与传统等框架或规则范围

内,利用他们所掌握的信息,在充分比较各种可能情况下自身支付大小后,采取相应对的行动以获得满足

效用最大化结果 ,进而实现各个种群及其所代表的各社会阶层利益的良性互动与总体平衡.

3 金融决策内生态系统的基本结构

图 2 金融内生态系统

在金融决策生态系统结构中, 处于第

二圈层的金融决策内生态系统作为中枢传

递层,在整体系统中处于能量流动、物质循

环、信息传递的关键位置,对金融决策产生

直接的作用力和影响力.因此, 准确把握金

融决策内生态的结构定位,切实发挥其对

整个决策生态系统生命维系的功能作用,

是保证金融决策正确性和有效性的基本

前提.

金融决策内生态是一个由 三层面七

要素 构成的具体生态系统,如图 2所示.

3. 1 种群层面:决策生态种群

在生态学意义上,种群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占据一定空间的同种生物的所有个体.金融决策的生态种群

是一个由金融管理部门智囊机构(如金融管理部门研究部门、金融学院、社科院等)、高校学者专家、社会独

立研究咨询机构、民意代表与利益表达机构(如人大、政协等)组成的生态群落, 其构成与关系整合的合理

性和优化程度, 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核心圈决策者的行为.

生态种群动态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关系是竞争博弈和协同共生, 金融决策生态种群的动态发展同样

也依循这一生态法则.在金融决策过程中,作为利益相关方的各决策种群之间通过竞争活动,形成一种生

态位分化和博弈的格局. 在此基础上,决策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不断增强, 内部要素与

外部环境不断相适应,从而逐步趋向于一定的平衡状态.在这种平衡状态中, 金融决策活动的协同共生是

竞争博弈的一种高级形式的呈现, 是各利益相关方在博弈中达到协调、协作与和谐的一种关系状态, 具体

又表现为系统自身的调节适应和动态平衡.

3. 2 制度层面:政策、机制、流程

金融决策内生态系统的制度层面主要包括政策、决策机制和决策流程.从决策内生态系统要素关系及

其整合的角度视之, 金融决策要保障行之有效的现有政策继续发挥其功效,要在政策精神、基本原则、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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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等方面与现有政策相契合,一项新的金融决策不能与正确有效的现有政策相冲突; 对于因政策目标和

政策环境发生了变化、政策局限性基本显现、政策主体认识不断深化而需要进行调整的现有政策, 金融决

策要通过增扩或缩减、合并或分解等方式对政策目标、政策实施方案和政策关系等方面做出调整; 对于已

经完全失去正面效用的现有政策, 金融决策要通过政策替代、废止等方式来予以终止.

决策机制既是金融决策核心圈进行决策活动的制度基础,更是金融决策内生态系统中的决策种群所

形成的结构关系有机体参与决策活动的一系列规范.具体是指对决策和参与决策的责任主体、意见表达者

与咨询者、决策监督者等方面的行为与关系所确定的规则规范. 现代金融决策机制是金融决策内生态系统

中重要的生态要素, 其有效运作的前提是领导决策、公民磋商与参与、专家咨询和信息支持四方面的密切

配合与有机统一.

作为生态流在金融决策内生态中的体现,流程是指 1个或一系列连续有规律的行动,这些行动以确定

的方式发生或执行, 导致特定结果的实现,它包括输入资源、活动、活动的相互作用、输出结果、顾客、价值

等 6个构成要素.金融决策活动是一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运作过程, 具体体现为按照 发现

决策问题 确立决策目标 进行决策调研 制定决策方案 选择最优方案 组织监督实施 的金融决策

流程进行决策活动.

3. 3 技术层面:技术、信息、知识

金融决策内生态系统中的技术、信息和知识,属于决策方法与技术的范畴, 只有充分掌握了科学的决

策知识、丰富的决策信息和先进的决策技术, 才能为决策活动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 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有

效性和合理性. 在科学知识应用上,现代金融决策活动集成运用金融知识、法律知识、经济知识与人文知识

等业已势在必行;在方法技术抉择上,改变传统的经验决策方法, 采用和实施头脑风暴法、决策树 法、德

尔菲法等现代科学方法, 运用现代预测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 亦在现代金融决策活动中蔚为普遍. 通过发

挥金融决策内生态系统中的技术、信息和知识的综合作用,有助于正确把握决策对象发展演化规律, 预测

和掌握系统内各要素的本质特征、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做出定性或定量的决策评估, 为优化决策提供科

学的依据[ 4] .

金融决策内生态的 3个层面对金融决策活动的基本诉求是不同的:种群层面要求活动体现民意诉求

(民主化) ;制度层面要求活动体现规则诉求(制度化或法治化) ; 技术层面则要求活动体现科学诉求(科学

化) . 只有体现民意、遵循规则、方法科学的金融决策活动与行为,才能使 3个方面的决策有机统一,进而实

现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现代金融决策高境界.

4 金融决策内生态系统及各要素的优化效应
要有效发挥金融决策生态系统的优化效应,促进决策生态核、内生态与外生态各关系圈层之间的良性

互动和整体优化,真正达致金融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关键在于实现内生态系统中种群要素、制

度要素和技术要素的有机契合和优化效应.

4. 1 系统共振优化效应(金融决策整体生态系统)

共振,一般是指 2个振动频率相同的物体,当一个发生振动时,引起另一个物体振动的现象.在金融决

策内生态系统中,一个要素发生改变也会引起其他要素的改变. 系统的优化在于改变某些不足要素和优化

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状态, 集成发挥正效应的要素, 控制和减少发挥负效应的要素对金融决策目标的负面影

响.金融决策内生态系统的系统共振优化效应体现在 3个方面: 一是金融决策种群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共振,在金融决策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表达通过利益聚合和利益博弈的方式在系统内产生利益共

振,有利于形成体现各方利益诉求的公共政策,进而使金融决策更好地体现民意性;二是金融决策内生态

系统中种群、制度和技术的三元共振,只有三者发生了正效应共振,才能保证种群利益诉求在制度、技术的

保障和支撑下实现法治化和科学化的表达;三是内生态系统与外生态系统的圈层共振, 因金融决策内生态

系统要素优化而产生的振动, 必然会带动金融决策原生态发生振动,内外生态系统的共振效应,可以使正

确决策的真正价值在金融、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的协调发展中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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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民意博弈优化效应(内生态系统中的种群和制度层面)

在现代社会中, 大量的社会机构和全体民众都要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来, 所以, 金融产品是金融

力量与社会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 只有在各利益主体博弈达到利益均衡的状态下所作出的决策,才能有助

于实现社会的平衡态.金融决策内生态系统本身就是一个种群利益根据博弈规则相互博弈的系统.博弈优

化具有 2个方面的效应: 一方面,可以实现民意表达 规制 渠道的畅通优化效应. 金融决策内生态系统通

过构建金融管理部门的、社会的、网络的(论坛)等各种制度化的 公共通道 , 在保证 民意流量 的制度前

提下,使各决策种群的利益诉求可以畅通地输送到决策核心圈. 另一方面,可以实现民意聚合方式的博弈

优化效应. 公共通道 使包括公民个体在内的各社会群体都能在金融管理部门决策活动中集聚起来, 通过

制度化路径合理有序地表达利益诉求, 促使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注意平衡各种利益需求,达成一个各方共

同接受的结果.
[ 5]

4. 3 群协同优化效应(内生态系统中的种群和技术层面)

运用生态学理论方法分析金融决策内生态系统的问题,不难发现, 诸如资源利用低效的 生态流 问

题、要素关系不协调的 生态网 问题、自我调节能力较弱的 生态序 问题, 仍然困扰着系统自身的优化.解

决这些问题的基本途径在于依据生态学中协同进化理论,切实发挥群协同决策模式的优化效应.具体而言

之,即以决策核心圈中的决策者协同内生态咨询辅助种群中的各机构、专家和公众代表为共同主体, 以保

证群体充分协商与沟通为制度规程,以金融管理为运作平台,以群(体)决策方法和决策支持系统为核心技

术,建立基于决策生态流(程)的群体协同决策模式. 有效发挥与利用群协同优化效应, 可以加速决策活动

的各种资源、信息、能量利用和交换所形成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等的运转, 能够平衡流入量与流出量, 保证

内生态系统的 血脉 充盈和良性循环; 可以加深金融决策内生态系统中各种群之间的利益关联与利益互

动,促进决策生态因子的网络化发展,提高金融决策 生态网 的自构性和适应性; 可以优化内生态系统中

各生态因子的生态位顺序,形成具备自适应、自催化的 竞争序 来保证系统的发生、发展和优化,形成具备

自调节、自抑制的 共生序 保证系统的持续和稳定.

4. 4 流程再造优化效应(内生态系统中的制度和技术层面)

一个生态系统是否具有活力和张力,关键在于 生态流 的畅通、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具

体体现为生物链的稳定、生物网的平衡和物质流通管道的顺畅. 模拟构建金融决策的内生态系统, 目的在

于对生态系统进行仿生, 根据金融决策的动力来源与制度安排,疏通和优化金融决策的 输入-输出 机制

和公共政策生产的 流水线 , 再造金融决策流程.金融决策内生态中的流程再造优化效应主要体现在:金

融决策以长期发展战略为出发点, 以价值增值流程(使客户满意)的再设计为中心,运用生态系统科学的微

观定位与精细作业方法, 重新组合生态系统中的要素资源, 建立首尾相接、整合连贯的业务流程,取代以往

的各部门相互割裂或封闭的破碎性业务流程,强调金融决策完成的整合性与连贯流畅; 目标是通过重新设

计金融决策的流程, 使这些流程的增值内容最大化,其他方面的内容最小化,从而获得绩效改善的跃进,增

强金融决策内生态系统的适应弹性和生命活力, 形成金融决策的良好生态环境,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

化和法治化水平,从而对金融决策外生态(原生态)产生 正效应 ,推动经济、金融、社会、文化、自然等方面

的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 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和公众福祉.

5 完善中国金融生态系统环境的对策
5. 1 建立金融企业破产和退市机制

一方面要加快金融机构破产法及配套法规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加强执行和监督力度, 建议尽快出台

破产法 ,为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建立必要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破产退市的善后和稳定机

制,妥善解决破产和退市后有关债务清偿、员工安置等问题.如果相关的善后稳定机制不健全, 那么金融机

构破产影响范围更广,处理困难更大.因此,建立完备的破产、退市的善后与稳定机制, 对于增强金融生态

的自我调节功能意义重大.

5. 2 培育金融机构的良性竞争机制

培育金融机构的良性竞争机制一方面要规范金融竞争行为,改变金融机构的市场营销策略,通过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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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错位竞争防止恶性价格战重演;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完善传导机制, 要强化对货币信贷

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必要时通过有意识的 让利 , 通过利益导向引导各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提高金融

调控效率.

5. 3 加快股份制改革

为资本市场的外部约束提供足够的产权支持,明晰和界定产权是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结构的前提和基

础,但明晰的产权关系并不能自动带来企业的有效治理和高效率. 实践表明, 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应

该保持商业银行产权的多元化,保证商业银行有一个合理的资本结构, 合理配置和行使企业控制权, 打破

原有金融机构的产权结构单一、产权虚置的局面.

5. 4 转换职能、规范政府行为

政府以多种身份(监管者、融资者、地方和企业利益的保护者等)和金融业有复杂的联系,在金融生态

环境中具有重要地位.在过去的 30 a的改革中,政府一直强调 减政放权 、政企分离 、转变政府职能 ,

但实际上在很长时期内政府支配资源的能力在不断增强.从体制上和机制上改善中国的金融生态环境,关

键在于转换地方政府职能,着重调整政府行为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协调机制.

5. 5 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

规范社会信用秩序, 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维护信用主体的合法权益是金融可持续发展系统运行的重

要保障.一是建立良好的信用维护机制,形成银行、法院、公安、工商、财政、税务、新闻宣传等各部门分工合

作,共同维护社会信用的局面.二是加强法律约束, 规范信用秩序, 通过建立完善的信用法律体系, 切实保

障信用主体的合法权益; 同时司法部门应进一步强化司法公正, 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打击力度,特别是提高

案件执结率,增强法律的威慑力.三是建立完善的信用评价和征信体系.加快推进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

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设,培育企业资信评级市场,开展信用社区建设,为强化信用管理提供保证.

5. 6 建立健全的法制保障体系

周小川 [ 6]认为法律环境会直接影响金融生态,在某种程度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基

本问题是 财务软约束 , 它是否依然会继续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法制的转变和完善. 从中国目前情况

看,当前要理顺的法律关系有
[ 7]

:一是以完善金融产权为核心,改善金融主体法律制度, 促进现代金融企业

的形成和发展; 二是以强化信用管理为中心, 完善金融业务的法律规范,为金融生态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

环境;三是以提高市场效率为重点,完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促进金融生态平衡和优化; 四是以优化金融环

境为目标,推动相关法律制度调整和完善,建立和谐金融生态环境.

5. 7 建立规范的中介服务体系

金融可持续发展系统的运行需要规范的中介服务体系,因而必须提升中介机构专业化服务水平和诚信

水平.一是加强对中介评估机构的管理.由有关部门牵头建立涉及金融活动的中介评估机构的业务监测体系,

规范中介评估市场,规范有关当事人的金融行为.二是从政策上鼓励和扶持与金融业密切相关的一系列专业

化的中介机构的发展.三是积极引进国内外资信等级高的大型中介服务机构,促进提高中介服务水平.

5. 8 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和监管体系

新巴塞尔协议 将市场约束作为其 3大支柱之一,认为 有定期发布资本水平和风险状况方面的准确

信息,市场参与者才能准确判断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 ,并提出了全面信息披露的理念.首先,金融可持续

发展系统的运行必须以严格的会计、审计准则和信息披露体系为基础.其次,应从内容、原则、标准、方式等

具体层面上入手,逐步向国际金融业接轨,真正建立市场约束机制, 有效预防与降低金融风险. 第三, 建立

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加强国际监管协调合作,加强对涉外金融机构

和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

6 结语
金融管理没有一成不变的,对于各个时期、各个国家通用的固定模式,需要根据金融环境的特点和变

化,根据对金融管理挑战的判定,根据应战的意愿, 来相应决定、动态调整中国金融管理的策略.金融管理

金融生态学的理论方法, 有助于相关学术理论的发展, 也具有明显的应用价值, 将中国的金融管理放在全

37第 3 期 张 震:基于生态学的金融决策系统的模型构建与分析



球化的复杂背景和历史发展的动态演进之中,科学地把握金融管理及其政务环境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深

化人们的认识, 正确制定、实施和完善金融管理的战略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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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of Financial Decision-Making

System Based on Ecology

ZH ANG 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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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nalyzing f inancial eco logy related theory, this paper brings forw ard the financial dec-i

sion-m aking ecosy stem model. It is a com plex ecosy stem w hich consits o f decision-m aking eco-nuclear, in-

ner eco logy of decision- making, and outer ecolog y of decision-making . T he r esearch focuses on the f inan-

cial decision-making w ithin the basic st ructur e of ecosystem and the elem ents of the o pt imizat io n effect .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 ion of China s f inancial m anagement and st rategic choice are presented. T he

study of f inancial manag em ent through the theoret ical analy sis can be combined w ith the actual cond-i

t ions, w hich pro vides a systemat ic basic theor y and analyzing tool to ex plor e the char acteristics of f inan-

cial management developm ent path and to achieve more scient ific, democratic and inst itut io nalized dec-i

sions.

Key words: f inancial m anagement; ecolo gy; f inancial decision-m aking ecolog y; inner ecosy stem; f inancial

environment; opt imizat 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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