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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由来

澳大利亚的金融机构 由银 行!
专业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组

成" 银行系统中形成了以澳大利亚

储备银行#中央银行$为中心%包括

商业银行和储蓄银行在内的银行体

系" 专业金融机构主要有澳大利亚

联邦开发银行! 澳大利亚资源开发

银 行 以 及 澳 大 利 亚 基 础 产 业 银 行

等% 它们主要根据国民经济主要部

门发展的需要而设立" 非银行金融

机构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包括建筑

协会!金融公司!保险公司!商人银

行!信用合作社等"
!"世纪#"年代至$"

年代初% 澳大利亚一直

对金融业实行严格的管

制% 这期间澳大利亚堪

称金融管制最严的国家

之一" 虽然严格的金融

管制也曾对澳大利亚经

济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

用% 如众多的中小企业

通过政府导向得到可靠

的融资% 澳大利亚的制

造 业 由 此 取 得 巨 大 发

展" 但随着经济形势和

金融环境的变化% 对金

融业的严格管制逐渐显

现出诸多弊端"
首先% 它限制了竞

争% 导致整个金融体系

效率低下" 政府完全操

纵 金融 体 系 的 运 转%规

定存贷款利率% 限制金

融 工 具 的 利 率 和 期 限%
连贷款对象和额度也由

政府担保和引导% 绑住

了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手

脚% 银行间的自由竞争

很难展开" 金融机构的

业 务 范 围 受 到 限 制%造

成金融业务部门分割严

重"外资银行不能轻易进入%使国内

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脱轨" 此

外% 政府通过设立法定存款准备金

账户和调节法定准备金比率来控制

货币总量%使外汇交易!资本交易!
国际经常项目交易等都纳入中央银

行直接管辖之下% 直接削弱了私人

部门的影响% 排斥市场调节作用"
凡此种种% 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

需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

的时期内%澳大利亚金融发展缓慢%
金融工具单调% 金融业务缺乏灵活

性%无法充分满足资本融通需要"
其次% 金融业的主体&&&银行

的地位受到冲击" 在严格管制的金

融体制下% 银行所受到的控制包括

利率上限!贷款额度!业务范围!资

本构成以及开设新银行等各方面%
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却不需要接受这

种管制" 正是这种不受管制的相对

优势% 使澳大利亚国内经济单位纷

纷从非银行系统的金融机构!证券

市场进行融资%非银行金融机构因

而在管理框架之外得到发展" 不平

等的竞争条件使非银行金融机构在

!"世纪%"年代迅速崛起% 其对经济

的影响一度有超过银行之势" 与此

同时%银行的实力却大大削弱%澳大

利亚商业银行占全国金融总资产的

比重由!"世纪&"年代初的三分之一

降到$"年代的不足四分之一"
最后% 严格的管制无法适应变

化了的外部环境" !"世纪$"年代初

美!英!日等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兴起

金融自由化浪潮% 发展中国家也开

始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 随着世界

范围内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深入%国

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
加上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

用% 澳大利亚对金融的严格管制促

使国内企业转向国际市场寻求它们

所需要的金融服务% 这不但使澳大

利亚金融管制的效果大打折扣%而

且直接削弱了澳大利亚金融机构的

国际竞争力" 澳政府深切感到只有

对现行金融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

革%才能跟上国际发展的步伐"

改革的措施与效果

以’($"年)!月宣布取消银行存

款利率上限和)($)年))月国会坎贝

尔委员会#*+,-./00 *1,,233//4即澳

大利亚金融制度调查委员会$ 发表

著名的坎贝尔报告并提出十项建议

为标志% 澳大利亚以放松管制为内

容 的 金 融 自 由 化 改 革 迅 速 全 面 铺

开"
第一% 取消银行间兼并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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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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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银行准入的障碍! 此项措施的

结果"一是导致了银行间的合并"六

大银行合并为四大银行" 从而在澳

大利亚形成澳新银行# 澳大利亚联

邦银行# 西太平洋银行和澳大利亚

国民银行四大银行并存的局面$二

是银行数量激增" 商业银行由!"#$
年的!%家增加到!"&%年的’(家"同

期商人银行由("家增至)!!家!
第二"取消对银行的直接控制!

从!"&!年到!"&%年" 澳大利亚相继

取消对金融机构存贷利率# 存款期

限和借贷数量的限制! 同时扩大银

行的业务范围" 取消金融机构在业

务分工方面的限制" 允许银行间业

务交叉#相互竞争!
第三"取消外汇管制"实现澳元

自由兑换!!"&*年)+月!,日"澳大利

亚放开澳元官方定价" 允许澳元自

由浮动" 同时允许资金在境内外自

由流动! 这一举措成为澳大利亚金

融自由化的里程碑" 使澳元一跃成

为世界上交易活跃的货币之一!
第四"开放金融市场"允许外资

银行进入澳大利亚!)"&%年"澳大利

亚政府批准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
家外国银行在澳设立分行或分支机

构" 这些分行或分支机构可在平等

的条件下参与同当地银行的竞争!
第五"改革证券市场"取消对股

票 市 场 佣 金 率 和 经 纪 人 准 入 的 限

制!)"&(年"澳大利亚放弃在股票市

场实行了)..年之久的固定比率佣

金制" 代之以可以协商的佣金制!
)"&%年" 澳政府允许外国投资者拥

有 澳 证 券 经 纪 公 司 低 于%./的 股

份!!"&0年进一步开放"允许外国投

资 者 直 接 进 入 证 券 交 易 所 进 行 交

易" 并可购买交易所会员%%%证券

商)$$/的股份!
以放松管制为主要内容的金融

自由化改革对澳大利亚金融业来说

无疑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在)"&$!
)"&%年短短的-年时间里"澳大利亚

取消或放松了几乎所有的金融管制

措施"金融自由化一步到位"澳大利

亚在发达国家中很快由金融管制最

严的国家变为管制最松的国家!
放松金融管制后" 金融机构更

适应企业界和消费者的需求! 金融

竞争机制的改善" 满足了经济发展

对资金的需要" 增加了对企业界的

融资总量" 从而刺激了总的投资规

模" 促进了澳大利亚经济的大幅增

长!在整个,$世纪"$年代"澳大利亚

123年平均增长*"+/" 几乎超过所

有发达国家" 而同期年通货膨胀率

平均仅为+"&/!
澳大利亚政府放宽对外汇的管

制以及外资银行数目的增多" 加速

了 澳 大 利 亚 金 融 市 场 的 国 际 化 进

程" 使得悉尼国际金融市场迅速发

展起来! 目前悉尼不仅是亚洲和大

洋 洲 地 区 屈 指 可 数 的 期 权 交 易 市

场" 而且是西太平洋地区仅次于东

京的第二大资本市场" 悉尼证券交

易所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融资中心

之一! 悉尼有望成为亚太地区仅次

于东京#香港#新加坡的又一大国际

金融中心!
金融改革使银行业务日趋综合

化#电子化! +.世纪&.年代以后"澳

大 利 亚 银 行 业 与 非 银 行 业 相 互 渗

透" 彼此间界限日益模糊! 目前澳

大利亚金融机构不论其名称如何"
都能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 与此

同时" 澳大利亚银行业注重应用先

进的电子# 通讯技术以更新银行经

营方式"提高服务效率"电子银行业

务得到迅速发展" 其456#7893:;
的 人 均 密 度 在 发 达 国 家 中 是 最 高

的"全国的7893:;点多达<万个! 澳

大利亚还把84=#7>649?#729等技

术手段广泛应用于银行业务!
金融改革还大大促进了金融系

统的金融创新能力" 澳大利亚金融

衍生产品市场的蓬勃发展便是明显

的例证! 悉尼期货交易所自从@"0+

年引入金融期货后" 目前交易的品

种有".天银行票据#*年期国债#@.
年期国债#;39# 金融期货和金融期

权等等! 灵活多样的金融业务不仅

使金融机构的客户可以找到满意的

投资方式" 而且还可获得前所未有

的服务便利!
金融自由化也给中央银行的调

控政策带来重大影响! 在对金融机

构的监管方面" 间接手段替代了直

接手段! 政府政策的重点从管制转

向引导和监督" 调控手段以央行的

公开市场业务为主!
不过" 澳大利亚金融改革进程

中的负面影响也是存在的! 金融自

由化导致信用扩张# 股票市场过度

繁荣#债务增加"其结果导致了@"&0
年@.月的股票市场大崩溃" 并进一

步引发了金融危机$取消外汇管制"
实施汇率自由浮动后" 澳大利亚国

际收支一直处于入超状态$@"&.年

和@"&+年分别取消统一的存贷款利

率和贷款限额后" 一些财务公司等

非银行金融机构无序竞争"大量吸

收存款#发放贷款"变成了事实上的

银行" 造成+.世纪".年代初各银行

出现了大量的呆坏账"澳大利亚及

其 主 要 银 行 的 信 用 等 级 也 随 之 下

降! 这些负面影响使澳大利亚金融

管理在+.世纪".年代重新出现了加

强监督与管理的新趋势!

监管体制改革与金融业发展趋势

+.世纪&.年代末的金融动荡促

使澳大利亚各界对金融自由化改革

进行反思" 朝野上下均认识到金融

自由化在激发金融创新#提高金融

业效率的同时"也会扩大市场风险!
因此" 在行政上放松对金融业直接

管制的同时"以控制风险为主要内

容的金融监管必须加强"否则"如果

任风险不断积累"超过一定限度后"
非但效率不可求" 甚至可能导致危

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澳大利亚

国 际 金 融 主持人!张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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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世纪#"年代初提出了对金融

业加强监督和管理的新政策! 新政

策与金融自由化趋势并行不悖"并

非对前者的否定" 而是一种补充!
其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既保障安全性

又富有竞争性# 公平与效率并重的

金融体制!
$##%年%月"澳大利亚政府成立

了$金融体系调查组%&’(&’"这是联

邦政府在继坎贝尔报告之后" 再次

调查澳大利亚的金融制度!&’(的主

要结论和建议于)##*年+月出版发

表! 根据&’(提出的六条建议"澳大

利亚政府于)##*年#月决定成立一

个 新 的 框 架 实 施 对 金 融 体 系 的 管

理! 新的管理框架包括三个管理机

构"分别负责不同层面的监管责任(
澳大利 亚储 备银 行%,-.&#澳 大 利

亚监督管理局%./,.&或称 澳大 利

亚审慎监管委员会%./,0&#澳大利

亚 公 司 和 金 融 服 务 委 员 会

%.0&’0&!
,-.定位为负责整个金融体系

的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除了决定

货币政策#制定利率#监督汇率以及

澳大利亚参加国际金融体系等方面

的责任 外",-.还 负责 稳定 整个 支

付体系! 在,-.内部成立支付体系

委 员 会 %/’-&"负 责 实 施 提 高 支 付

体系效率的政策! /’-由,-.的行

长或副行长作为主席"成员包括!名

由 行 长 指 定 的 ,-. 官 员 #) 名 由

./,.指 定 的 官 员 以 及1个 独 立 成

员! 联邦政府还通过立法赋予,-.
管理清算和结算的权力" 以控制金

融风险"提高支付体系的效率#竞争

性和稳定性!
澳大利亚财政部向国会提交报

告"建议从)##2年*月)日起"成立澳

大利亚审慎监管委员会%./,0&"将

分业监管改为集中监管" 把对各类

金融业务的审慎性监管权从不同的

监管机构抽出" 集中于./,0一家"
以使监管体系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

展的需要! ./,0除了监督银行外"
还对证券#保险#投资#信托等进行

统一监管" 这样可以综合考虑金融

业可能出现的问题" 避免某一行业

的风险导致整个金融业陷入混乱!
联邦政府在澳大利亚证券委员

会%.’0&的 基 础 上"成 立 一 个 新 的

管理机构)))澳大利亚公司与金融

服 务 委 员 会%.0&’0&"全 面 负 责 金

融体系中市场完善和消费者保护的

职能!.0&’0将负责公司管理"证券

与期货市场监管*对与银行#金融公

司#商业银行#住房协会#信用联盟#
互助协会#养老金#退休储蓄账户#
一般及人寿保险产品相关的市场和

消费者行使保护职能* 监管金融业

的 新 技 术 和 由 此 引 发 的 消 费 者 保

护! 原 来 的 保 险 和 养 老 金 委 员 会

%(’0&#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

会%.000&#澳大利亚金融机构委员

会 %.&(0&和 各 州 监 管 局 %’’.’&的

相关职能全部移交给新的.0&’0!
澳 大 利 亚 金 融 监 管 体 制 的 改

革" 顺应了!"世纪#"年代国际金融

业发展的大趋势!经过这场改革"澳

大利亚的银行金融业出现了以下发

展趋势(
一是金融机构对外扩张步伐加

快! 澳大利亚政府鼓励金融机构扩

大对外投资" 希望利用亚洲金融危

机的时机把澳大利亚建成一个新的

金融中心! 澳大利亚四大银行在政

府政策的鼓励下" 纷纷设立海外办

事处或收购外国银行! )##*年澳新

银行北京分行正式开业" 澳新银行

还成为上海最大的!2家外资银行之

一! 澳新银行还在台湾#菲律宾#马

来西亚#泰国#印尼和新加坡寻找收

购目标! 澳大利亚保险公司对进入

中国市场也持积极态度! 澳大利亚

康联保险集团# 国卫保险集团以及

安 保 集 团 在 中 国 设 立 了 代 表 处 !
)##2年3月"康联集团获准在上海筹

建一家合资寿险公司!与此同时"澳

大利亚公司还在寻购亚洲国家和地

区的银行和保险公司" 国卫保险集

团认为现在是收购亚洲人寿保险公

司的大好时机"欲收购台湾#泰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或香港等国家或

地区那些资产少于)亿澳元的公司!
二是金融业的重组取得进 展!

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的$私有化’
进程加快! 为使金融机构私有化"
澳政府有意出让这些机构的股份!
)##%年中" 联邦政府出售了其在联

邦银行持有的1"!34的股份! 南澳

银行#西澳银行和塔斯马尼亚信托

银行也被各自的州政府售出! 另一

方面" 金融业内部出现了兼并的动

向! $##2年2月"澳新银行集团同国

民互助持股保险公司就前者控制后

者进行了谈判" 而澳大利亚国民银

行 又 把 澳 新 银 行 作 为 其 接 管 的 目

标* 保险业的安保集团决定以+5亿

澳 元 兼 并6(7澳 大 利 亚 控 股 公 司!
但澳大利亚并未出现欧美国家那样

的金融业购并浪潮" 原因在于澳大

利亚政府仍然禁止四大银行之间的

合并" 四大银行对地区性小银行的

兼并也受到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

委员会的严格审查!
三 是 银 行 的 分 行 数 目 不 断 减

少" 自动化水平大大提高! 随着电

子技术的发展"电话银行#计算机银

行增长迅速" 使得澳大利亚银行业

的分行数目和从业人员逐渐减少!
!5世纪#5年代中期以后澳大利亚共

减少$555多家银行分支机构! 四大

银行均通过增加电子金融业务"关

闭 一 些 分 支 行 " 几 年 内 裁 减 人 员

$5155人!
四是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愈

发明显! 银行#证券#信托与保险相

互渗透" 纷纷通过持股或建立子公

司等形式进入其他领域"向市场提

供全方位的服务"甚至一些连锁店

也开办了部分银行业务!

"责任编辑 张 林#

国 际 金 融主持人!张 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