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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银行监管的理论与模式：兼论日本的银行监管》是在作者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大量修改和补
充而完成的专著。
全书分析了金融自由化与银行监管的关系，并剖析金融自由化与银行危机的关系，着重强调从双重监
管方式的相互关系出发研究金融自由化后银行监管理念。
通览全书，本书思路新颖、观点明确，对银行监管具有较强的参考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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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　　一般来讲，从事监管的主体包括私人和政府，这里将主要分析政府监管
问题。
以政府为主体的监管是通过司法机构、行政机构及立法机构等对私人及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行限制和约
束的行为。
本书主要研究政府通过行政机构或立法机构针对经济主体，特别是微观企业行为的种种限制条例及法
案等，简称政府监管。
从理论上说，政府监管就是政府机构对企业行为的约束与限制。
在实践中，政府不仅约束与制约企业的活动，而且还采取多种形态直接干预经济活动，如政府为实现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以财政金融政策为手段参与或干预经济活动；政府直接从事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
充分供应的、国民生活所必需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的生产；政府为保护、培育新兴产业或促进产业合理
化而采取的产业政策等等。
由此可见，将监管仅仅定义为对企业活动的限制或约束是不充分的，更加广义地应该说是政府干预。
　　那么为什么政府要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呢?　　这需要从市场机制的作用人手展开分析。
市场机制是在私有制条件下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动机进行生产与销售、保证企业发展与稳定的机制。
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在市场机制条件下可以实现生产要素在产业或企业间的有效配置，实现经济主
体的利益最大化。
而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1.所有的产品与服务均需通过市场进行交易，即市场
的普遍性；　　2.生产技术不能分割且不存在规模效益，即必须满足收益递减规律；　　3.所有的市场
都是完全竞争的，即市场的完全性；　　4.在完全信息条件下不存在任何不确定性，即信息的完全性
。
　　当上述条件成立时，生产要素的分配或配置可以实现两种效果，一是所有产品与服务的供求达成
一致，形成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二是资源分配实现最佳，没有进一步改善的余地，一种经济主体的福
利增加，必须以另一种经济主体的福利损失为代价，形成帕累托最优。
　　这意味着在纯粹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所有经济主体均以效用或收益最
大化为目标选择自己的行动，价格作为经济活动的信号，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在现实中，这种理想的自由市场经济状态是很难实现的，下列因素会阻碍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
挥，引起市场失灵：　　1.公共物品的存在　　在私有制条件下，所有资源以及产品、服务均可以通
过市场销售，并且具有消费的排他性和可分割性。
排他性意味着一人购买、消费了一种特定的产品后，他人就不能购买或消费这一产品。
司分割性是从销售特定产品的立场看，产品可以分割销售。
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销售的基础。
但如果存在某种特定产品既能满足某个人的需求，又可以满足其他人的需求，或者是消费具有不可分
割性或集团消费性，该产品很难通过市场实现有效供应，其原因是不具备消费的排他性与可分割性的
产品很难形成公平、公正、合理的价格，因此，具有非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的产品称为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还可以具体分为纯公共物品与准公共物品两类。
纯公共物品是消费的非排他性与不可分割性很大的产品，如消防、警察、国防等等。
准公共物品指社会性的公共服务，如垃圾处理、道‘路清扫、老人福利设施等，这些服务具有公共物
品的特点，但可以根据受益者负担的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制定相对公正的消费价格。
　　2.外部效应的存在　　经济学上的外部效应是通过社会边际收益（成本）与私人边际收益（成本
）的偏差而形成的。
在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下，社会的边际收益与私人的边际收益相等，社会的边际成本与私人的边际
成本相等，市场价格不仅与私人的边际收益相等，而且还与私人的边际成本相等。
当社会的边际收益大于私人的边际收益时，如个人在消费特定商品时，其他人或整个社会也能得到好
处，称为外部经济，当个人的边际成本小于社会的边际成本时，如企业在生产一种产品时使社会承担
额外的费用，称为外部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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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不经济的存在意味着一个经济主体在生产或消费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对其他的经济主体带来额
外的负担，而这种额外的负担不能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也不能体现在市场价格中，这违背市场普遍性
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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