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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于银行在经济生活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银行业自身的特点，在世界各国，银行业都是受到
监管最多的行业之一。
为了避免系统性银行危机、实现银行体系稳健运行和经济健康发展，世界各国对有效的银行监管都有
强烈的需求。
    对我国来说，由于金融体系以银行业为主导、整个社会的金融资产以存款为主体，银行在经济运行
和发展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在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为了维护公众利益、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适
应金融开放的新形势，我国需要降低银行业的脆弱性，保证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和金融稳定，毋庸置疑
，有效的银行监管是实现上述目标所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
然而，从银行业和银行监管三大实现力量的现状来看，我国银行监管的有效性不容乐观，所以，研究
我国银行监管的有效性问题，包括我国银行监管有效性的量化分析、提高有效性的制约因素、路径选
择与具体对策等，具有重要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在研究思路上，本书首先研究判断银行监管有效性的理论依据，然后以公利、成本、结果三个角度
为判断基点，设计一套衡量银行监管有效性的指标体系，并用之于量化分析我国银行监管的有效性。
在取得基本判断结论以后，从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国别历史实践、国际规范四个维度探讨如何实现
银行监管的有效性，归纳提出了市场力量主导理论，为研究我国银行监管有效性问题提供理论支持、
国际实践经验借鉴以及国际背景分析。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国银行监管的有效性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

　　孟艳，女，1973年9月生，山东邹城人。
1991～1995年在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学习，专业为国际经济；1999～2002年在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学习，师
从姜旭朝教授，专业为金融学；2003～2006年在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学习，师从李健教授，研究方
向为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2006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5～2003年在中共山东省委党校经济学部任教。
现供职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1995年以来，先后在《财政研究》、《审计研究》、《财贸经济》、《中国金融》、《农村金融
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参加国家及省部级课题12项；合作出
版译著1部，参与编写各类著作和教材10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国银行监管的有效性问题研究>>

书籍目录

导  论  0.1　研究意义    0.1.1　研究的现实意义    0.1.2　研究的理论意义  0.2　基本研究范畴界定    0.2.1
　银行    0.2.2　银行监管    0.2.3　有效性  0.3　研究的主要方法、思路和框架结构    0.3.1　主要研究方
法    0.3.2　主要研究思路    0.3.3　框架结构与主要研究结论  0.4　研究的难点、突破之处与存在的不足  
 0.4.1　研究难点    0.4.2　研究有所突破之处_    0.4.3　存在的不足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第1章　判
断银行监管有效性的理论依据与指标体系　1.1　监管效果的理论之争：公利与私利    1.1.1　公利理论
综述    1.1.2　私利理论综述    1.1.3　主要启示  1.2　判断银行监管有效性的理论依据与思路    1.2.1　基
于公利效应的有效性    1.2.2　基于成本约束视角的有效性    1.2.3　基于结果的有效性与基于过程的有效
性  1.3　衡量银行监管有效性的指标体系    1.3.1　银行监管的目标体系分析    1.3.2　银行监管的具体成
本研究    1.3.3　衡量银行监管有效性的指标体系框架      1.3.4　衡量银行监管有效性的指标体系的具体
设计  本章小结第2章　我国银行监管有效性的判断  2.1　存款人利益保护指标状况    2.1.1　银行违约时
，存款人获取的补偿金额    2.1.2　银行业的违规犯罪案件  2.2　银行业稳定性指标状况    2.2.1　危机指
标    2.2.2　资本充足率指标    2.2.3　资产质量指标    2.2.4　流动性指标  2.3　银行业效率指标状况    2.3.1
　市场占有率指标    2.3.2　收益指标    2.3.3　成本耗费指标  2.4　消费者利益保护指标状况  2.5　发展
性目标指标状况  2.6　监管成本指标状况    2.6.1　直接成本状况⋯⋯第3章　银行监管有效性的实现力
量：理论、实证与国际实践第4章　政府监管与我国银行监管的有效性第5章　银行自我约束与我国银
行监管的有效性第6章　市场约束与我国银行监管的有效性附录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国银行监管的有效性问题研究>>

章节摘录

　　2．加强同业约束能促使商业银行与监管机构合作，提高政府监管的有效性。
银行监管机构与商业银行作为“监管博弈”的双方，在利益上是冲突的，由监管者兼任被监管者的代
理人，限制了商业银行在博弈中的行动空间，其合规经营得到的期望支付减少，相应地，违规操作带
来的期望支付相对增加，使商业银行有更大的激励从事违规操作。
　　银行同业自律组织的出现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监管博弈的均衡结果，使商业银行从事违规操作的
成本增大。
只要设计合理的激励相容合同，使同业自律组织同商业银行利益最大化目标一致，作为商业银行的代
理人，同业自律组织可以通过与监管机构的“博弈”保证商业银行的行动空间和合理期望支付，使其
从事违规操作的激励降低。
从这个角度说，加强同业约束使得商业银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监管机构讨价还价，在满足一定
条件的前提下，双方会出现合作，使得政府监管机构采取的各项措施能够得到商业银行的配合，提高
监管的有效性。
　　3．加强同业自律约束能够防止银行恶性竞争，提高银行业的效率。
在监管实践中，在很多商业银行的业务性工作方面，银行监管当局是没有必要或者是没有力量监管的
，这些方面的约束可以通过银行同业约束组织来实现，这是因为，银行同业约束组织的支付函数是依
赖于整个银行业的持久性利润，这会促使其将单个银行未考虑的外部性纳入其利润函数，通过协调避
免“囚徒困境”中两败俱伤结果出现在整个行业，实现帕累托改进。
比如银行的中间业务收费问题，因为各地情况差异较大，国家暂时没有也不方便进行明确规定，但如
果任由每家银行自行确定费率，会导致银行之间的恶性竞争，最终受损的还是整个银行业，因此由当
地银行同业自律组织出面就是最佳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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