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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金融监管中的几个问题

口祖庆军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6loQ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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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当前抑制经济过热活动中所采取的措施，结合实际情况分析了金融监管

中几个方面的问题：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关系、监管建设的路径选择和金融监管的边界。从中发

现我国金融监管的市场经济导向日趋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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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期以来，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加，尤其是

房地产、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投资的迅猛增长，人民银

行、银监会等采取了一些针对性的措施：限制，严控，清查，这

已经成为了日常行动的口头禅，两次大动干戈地调高准备金

利率，分级存款准备金制度推行，对三大行业贷款限制，四行

业贷款清查，下发实行严控九大行业信贷通知以及涉及行业

名单，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建材、石化、轻工、纺织、医药、印

刷等行业榜上有名。坚决停止建设，已建成的要坚决淘汰、依

法关闭；各金融机构要立即停止新增授信支持，这是对属于禁

止类建设项目采取的强烈措施；立即停止审批，拟建项目一律

停止建设；在建项目暂停建设，要清理整顿，分类处理；在清理

整顿期间，各金融机构要停止给予新的授信支持。发改委和

财政部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行动。可以说，又出现了集体上

阵控制经济过热的局面。

对于这种反应措施的出现及这些措施的适当性，我们可

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考虑；涉及到金融监管，主要有以下内容：

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金融监管的区域

包括哪些内容?金融监管的界限应在何处?

一、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关系

从字面上看，金融监管应该包括监督和规管两个方面，国

内一般概称为金融监管。我们认为，从内涵上看，金融监督

(Financjal sl】pe“ision)和金融规管(Financ斌Regul撕on)是相互

联系而又有着一定区别的两个方面。金融监督面向的是纷杂

的日常金融经营行为，而金融规管则更加注重具有同一性的

规范的编制。金融监管的起点应该是一个科学的金融体系，

努力的目标应该是一个更科学的金融体系．在日常金融监督

工作中积累的经验，摸索出的规律应该予以总结．上升为规

范，充实金融体系。就金融监管的对象而言，主要就是金融市

场各参与主体及其金融活动，其内容一方面是定量存在的资

金清算和金融交易，另一方面还要包括上述金融活动带来的、

并且可以作为以后金融活动参考依据的信用系统。

金融监管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科学、完善、有序的金融体

系。而货币政策着眼于金融体系这个整体与外界经济环境之

间的关系，通过各种货币政策工具调节金融活动以促进实体

经济的发展。金融监管更多地是面向金融体系内部，最终使

金融体系的各个部分和环节运行得更加有效，整体上运行得

更加稳定。金融市场参与主体受到经济利益驱动，会下大力

气提高自身效率，甚至于在这个方向上走得过远，以致于影响

到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金融监管可以相应地把主

要精力放在金融稳定上，防止金融危机的出现。当然，有效、

稳定的金融体系是货币政策发挥效力的前提保障，而金融监

管也应该考虑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过程中发生的、需要配合

的情况。可见，金融监管应该是更加强调监管对象的合法经

营，通过日常监督和法律规管来实现上述目标，它本身更应该

是被动的。而货币政策则需要根据客观经济的需要，进行主

动的作为，通过调节资金流量与存量达到调节经济的目的⋯。

二、监管建设的路径选择

从实质上讲，金融监管其实就是对金融经营企业的管理，

通过多种形式的管理，使各金融经营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

同时，能够在推进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的道路上前进。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总体上讲，有两条路径可供选择。其

一，是在经济人假设前提下，通过制度建设，把对金融经营企

业的管理要求建立在这些企业利益追求之中。‘其二，期望被

管理者同舟共济，互相为对方着想，在没有具体规则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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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地寻找最佳解决方案。 但是，针对最近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抑制投资过快增长的

显然，我们当今选择的是第一条路径，我们一再进行的推行政措施，经济界也有些人很不以为然，认为政府不应该代替

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也是在沿着这一条路径前进着投资项目的决策，因为只有市场才能对资金流向进行有效的

的。那么，既然我们选择了这一条路径，就要按照这条路径的配置，应采取以市场为主导的宏观调控措施。高盛亚洲董事

规则进行操作，我们就需要不断地深入认识这条路径之下的 总经理胡祖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行政手段反过来会增加操

业务运行机制，进行与之相适应的规则体系设定。正如丁伯作的风险，有可能会使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更加动摇”。

根法则所指出的那样，一种政策工具只胜任饵决一种问题，管 不过，在上述通知中，也同时提出“银监会各监管局要及

理规则也大致相类似。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在金融业务活动时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区内各城市商业银行等有关金融机构，

中，新的问题总是在不断出现，就相应会使原有规则出现不适采取措施加强对当地商业银行信贷投向的监督检查，促进商

应之处，就需要不停地对原有规则进行修订，或者制订新的管业银行贯彻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着力调整信贷结构，防范信

理规则。这种螺旋式前进的结果，就是规则体系越来越复杂、贷风险”。其作用的主体的确是放在了商业银行自身身上，重

规则数量越来越众多。这种规则体系能够平稳运行的前提就心而非监管机构。这应该视作是使用暂时的干预，走向市场

是各种规则的总体指向的一致与各种规则之问的良好衔经济调节的一个过程。

接㈨。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段报道：在银监会着手研究的规范房

在我们选定的这条路径之下，比较明确的一点就是，我们地产信托的文件中，对四证不全、资本金不足的房地产项目发

不能期望被管理对象一～也就是金融经营企业——在遵循管放的资金信托贷款将被明令禁止。
理者制订规则的同时．还能够作出另外一条路径之下的、考虑 从这段报道中，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解读。首先，在

集体福利的主动配合的行为。从这种意义上讲，管理者应该金融监管事务中，有些金融经营业务是明令禁止的，有些是明

在进行规则设定的时候，就已经将被管理者的博弈行为考虑令许可的，在这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一些没有明确规定的区

在内了；同样地，作为管理者，应当对自己制订规则之后出现域。这些区域，可能就是在宏观环境宽松的时候，可以进行某

的各种博弈情形负责，而不能简单地将责任向外分摊：这也许种程度的经营。而在紧缩的时候，就需要予以禁止的。这固

正是促进管理者制订科学规则的约束力所在，通过这种约束， 然可以解释为相机抉择，但也可以被认为是不够规范。其次，

才使得整个机制建设过程往复循环，持续前进⋯。 我们还能够看出，某些没有明确规定的区域在某些时候能够

划入明确禁止的区域，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规范化运作和

三、关于监管的边界 规范化管理是一个可以渐进实现的过程。

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都涉及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们注意到，在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体制建设和完善过程。前些时候，据英国<金融时报》称，欧盟

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协调配合控制 委员会将会发表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报告。尽管欧

信贷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各级发展改革委(计盟委员会的观点并非一定会为欧盟理事会所采纳，但毕竟说

委)、经贸委(经委)及相关金融机构对《当前部分行业制止低明我国市场经济建设还远未完善。既然我们已经坚定选择了

水平重复建设目录》所涉及的企业要立即组织调查，分类排市场经济这条道路，需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那么，在公共事

队，区别不同情况处理：对属于禁止类目录的国家明令淘汰的务管理中，我们也需要沿着市场经济的导向前进，在金融监管

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建设项目，一律停止建设，对已建成的事务中当然也不例外。可喜的是，我国监管者也充分认识到

项目要坚头限期淘汰、依法关闭；各金融机构要立即停止各种 了这一点。可以想象，如果确立了正确的观点，再加上业务实

形式的新增授信支持，对已实施的项目授信要采取妥善措施践中的不断探索，我们将会取得一个又一个的建设成果”1 c

予以收回。对于限制类目录所涉及的建设项目，各级投资主

管部门要立即停止审批，拟建项目一律停止建设；在建项目暂 参考文献

停建设，由各级投资主管部门牵头进行清理整顿，区别对待，

分类处理；在清理整顿期间，各金融机构要停止给予新的各种 [1]何振亚适度金融监管理论[J]．空融与保险(人大复印费

形式授信支持⋯。 料)·2002 r(8)．

我们可以看到，在促进行业进步的大前提下，在对银行信 [2]陈长友·提高空融监菅有效’浊问题探析[J]·济南佥融·200l，

贷进行现场检查的同时，出现了行政干预的影子。从本质上”“

竺苎耋璺懋妻兰慧燃冀篓篓要 滁麓釜乏裂：≮叠篇糕淼。，
判断、处理，而不直接参与被监管者的经营过程，亦不对其经⋯。。

⋯

营过程进行直接干预。也许，各方面对经济过热估计的比较 [5]孙焕民，徐子尧，叶建华．金融监管：理论基础方面的思考[J]．

严重，意欲迅速地将局面控制下来，行政干预的效果会比较明 金融教学与研究．2003．(6)．

显；并且，目前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依然是尚未进行股改的国 f下持第33贾)

有商业银行。基于E述情况，才出台了这些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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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图形中所出现的反常现象可能是由于个体优势管理中的

偏差或者是绩效评估中的误差所致，这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

中进一步发掘问题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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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束语

一个组织对于个体优势管理，应该基于对其才干的队识

来选择个体优势，注重技能和知识的培育与开发。个体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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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选择和培育个体优势的过程就是组织有效实施个体优

势的管理过程。组织从事个体优势建设应紧紧围绕组织目

标，在优势建设形成的垒过程选择适合的方式进行科学管理、

合理地开发，最大限度地发掘个体优势，也要更好地创造发挥

个体优势的工作环境，在充分调动个体实现其优势的同时，为

组织只标的实现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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