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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全面对外开放，我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压力加大，综合经营

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现行的分业监管模式越来越难以对各金融机构及层出不穷的

跨行业金融创新产品进行有效的监管。为提高监管效率，保证金融业安全、有效

地运行，需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的金融监管模式。在此背景下，研究我

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趋势问题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文章首先阐述了金融监管和金融监管模式选择的一般理论：市场失灵与公共

利益监管理论、法律不完备监管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其

次，通过对我国金融监管几十年的演变过程的回顾以及对国外金融监管模式选择

的比较分析，结合当前金融业发展状况和有效金融监管模式的模型分析，前瞻性

地提出了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趋势—全国统一监管； 后，在借鉴国外金融

监管模式改革实践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目前金融监管工作中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

统一监管模式的构建，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和设想。 

通过综合分析，文章得出结论如下： 

1.没有一种金融监管模式适合于同一时期的所有国家或同一国家的所有时期，

金融监管模式的确立与调整主要取决于该国不同阶段的政治体制、经济背景以及金

融发展水平。 

2.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与其经营模式高度相关。随着混业经营的不断发展，各

国的金融监管模式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并且都不同程度地向统一监管演变。 

3.我国目前的分业监管模式虽与我国金融业的发展现状相适应，但随着混业

经营在我国的全面展开，统一监管将是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必然选择。 

4.为实现从分业监管到统一监管的平稳过渡，我们应该在不断完善现行分业

监管模式的基础上，提高综合监管能力，为建立统一监管模式做准备。具体可从

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第一，提高各专业监管机构的专业化监管水平，加强各监

管机构之间、各监管机构与中国人民银行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完善现行分业监管

模式；第二，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实现金融机构内部自律；第三，

健全金融行业自律制度，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第四，加强金融法律法规建

设；第五，加强金融队伍建设，培养综合监管人才。 

 

关键词：混业经营； 分业监管； 统一监管； 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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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of financial business, China’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re facing huger pressures of competition. Integrated financial operation is 

marching more rapidly. I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that the present 

separated regulation mode supervises effectivel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innovated  

products from different financial industry, which are appearing continuously. In order to 

enhance supervision efficiency and guarantee safety and effective operation of financial 

business, the modernized financial supervision mode that suits our national situations 

must be established. Under the backgrou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at the author 

research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s financial supervision mode. 

This paper starts from illustrating the general financial theories about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the selection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 the theory on market failure and 

public benefits, the theory that law isn’t perfect, and the system evolution theory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 Next, in respect,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s financial supervision mode―integrated supervision. It is based on 

reviewing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China’s financial supervision, comparing and 

analysing the selection of foreign financial supervision mode, analysing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s of current financial business and the mathematical 

mode of effective financial supervision mode. Last, on the basis of drawing lessons 

from foreign reforming reality about financial regulation mode, in order to make 

preparations for establishing integrated supervision mode, the author proposes some 

own sugg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questions appearing in the present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how to establish integrated regulation mode.  

The research get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 no financial regulation mode accords with every country in the same period 

and every period of a country. How to establish and adjust financial regulation mode is 

mainly determined by its political system, economical background,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level in the different period. 

Second, what financial regulation mode to select is greatly related to operation 

mode. With the constant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operation, financial regulation 

modes in these countries were reformed too. And to different extent, all of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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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ved towards integrated regulation mode. 

Third,the separated regulation mode in current China suits financial development 

situations, but, with the full spreading of integrated operation, integrated regulation will 

be selected inevitably in our country. 

Fourth,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teady transition from separated regulation to 

integrated regulation and make prepara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grated 

regulation mode, we should enhance integrated regulation ability on the basis of 

perfecting the present separated regulation mode.And it can be done as follows:perfect 

the present separated regulation mode, emphasize on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 make the self-restraint system of financial industry proper, perfect financial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cultivate financial staffs having integrated supervisory ability. 

 

 

 

Key words: integrated financial operation;  separated financial regulation;   

integrated financial regulation;  countermeasures and 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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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一、研究背景以及问题的提出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金融业发生了重大的变革。随着全球经济一体

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金融业间竞争的加剧以及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金

融创新产品不断推出,各类专业金融机构纷纷开始向其他金融服务领域渗透,金融

业间的界限日益模糊,金融业务呈现出多样化与综合化的趋势。在此背景下,很多

国家逐步放弃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其中,英国于 1986 年完成了金融“大爆炸”

的改革, 允许银行兼并证券公司,形成经营多种金融业务的企业集团;美国于 1999

年 11 月 4 日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

许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以控股公司的形式相互渗透。这标志着混业经营正

成为国际金融业发展的大趋势。随着经营体制的转变,金融监管体制也进行了改

革。而金融监管模式又是金融监管体制的重点，是促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落脚

点和着力点。 

在我国,近年来随着金融深化的推进以及企业和居民对一体化金融服务的需

求，银行、保险和证券业之间的业务合作与渗透全面展开，金融创新产品层出不

穷，原来分业经营的模式逐渐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金融机构间业务交叉为特

征的综合经营迅速发展。同时，以综合经营为特征的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也极为

迅速。此外，根据 WTO 有关协议及我国入世承诺，自 2006 年 12 月 11 日，我国已

向国际社会全面放开金融业，这伴随而来的是外资金融机构的大举进入，特别是

实力雄厚的“金融百货公司”的大量涌入，意味着综合经营外来冲击力的进一步

加强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要使我国金融业保持不败之地并取得发展，我们必须

顺应潮流，实现与国际金融业的接轨。因此说，实行全面混业经营是我国金融业

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在金融监管领域，我国现行的分业监管模式对于已

经出现的带有混业经营色彩以及具有多重风险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难以进行有

效的监管。为加强各监管机构间的协调与合作，防止因协调不力而产生的重复监

管和监管真空现象，人民银行、保监会、证监会于 2000 年建立“监管联席会议”

制度，但“监管联席会议”只是论坛的性质，不具有决策作用，难以发挥统一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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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的功能。2003 年，银监会成立后，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三方签署了《在金

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该备忘录于 2004 年 6 月正式公布。三方在《备

忘录》中明确了分工合作框架和协调机制，但由于缺乏协调沟通，重复监管和监

管真空的现象相当普遍，导致监管成本增加，监管效率降低，金融创新的发展受

阻甚至被遏制，金融集团利用其业务分散化、多样化的特点进行“监管套利”，金

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和系统性风险进一步增加。这说明混业经营会对统一监管提出

客观的需要。因此，本文认为分业监管在现阶段虽适合我国国情，但随着混业经

营在我国的不断成熟，统一监管将是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必然选择。 

二、研究意义 

在对以上国际、国内背景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金融监管必要性及

金融监管模式选择的理论依据的分析，借鉴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

结合我国金融监管的发展现状，前瞻性地提出了我国在混业经营趋势下金融监管

模式的未来发展趋势——全国统一监管，同时提出了我国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对

策和建议。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在理论上为我国的决策层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同时能在实践中使我国的金融体系更加安全、有效地运行，符合与国际金融监管

水平相接轨。 

三、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有以下几种： 

1．历史分析法：本文对我国从建国后到目前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历程以及所

选的具有代表性国家的金融监管模式的演变过程均作了全面的历史回顾和现状了

解，目的是把握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规律，从而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我国金融监

管模式的未来发展趋势。 

2．比较分析法：文章论述了德、英、美三个具有代表性国家的金融监管模式

的演变过程，揭示了其各自的适应条件、制约因素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同时，在

国际发展与中国现实的比较中寻求相似之处，为未来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与

发展提供科学的借鉴。 

3．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分析法：本文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法论证我国金融监管模

式的发展趋势，并结合数学模型说明统一监管比分业监管将带来更高的收益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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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成本，得出结论：统一监管模式较分业监管模式更有效，统一监管将是我国

金融监管模式的必然选择。 

四、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一）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内容上 

近年来，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领域涌现了大量研究成果。本文在这些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系统而深入地对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并

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全国统一监管模式的政策建议。 

（二）本文的不足之处 

1．由于知识、实践等水平有限，文中提出的一些看法和观点还比较粗糙，而

且不够全面，需要在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进一步加强。 

2．由于数据收集上的困难，本文未能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使得定量

分析比较单薄。 

五、论文的框架结构 

本文主要研究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趋势问题。文章首先阐述了金融监管

和金融监管模式选择的一般理论；其次，通过对我国金融监管几十年的演变过程

的回顾以及对国外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比较分析，结合我国当前金融业的发展状

况和有效金融监管模式的模型分析，前瞻性地提出了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趋

势——全国统一监管； 后对建立全国统一监管模式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和设想，

为建立统一监管模式做准备。全文在结构上共分为七部分，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是导论，简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及思路等。 

第二部分首先阐述了有关金融监管必要性及金融监管模式选择依据的理论，

接着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第三部分在对金融监管模式进行分类介绍的基础上，回顾了我国金融监管几

十年的演变过程。 

第四部分主要是比较分析德、英、美三个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

历程，得出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第五部分重点分析我国必将走向统一监管的原因：全面混业经营是我国金融

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现行分业监管存在诸多弊端，统一监管将以较低的成本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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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收益。 

第六部分针对我国金融监管工作中面临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对策建议，

后对未来统一监管模式的组织结构提出设想。 

第七部分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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