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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并于2000年经过评审成为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也是全国高校中第一个财政金融领域的重点研究基地。
四年来，在黄达、陈共、王传纶等老一辈财政金融学家的带领下，中心以其创新的科研体制，良好的
研究环境吸引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他们以开阔的视野和前瞻性的眼光，紧抓时代脉搏，创造出
一个又一个深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
　　理论总是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而产生，并进而指导和推动实践的发展。
在世界各国经济高度发展、科学技术飞速创新的时代里，财政金融理论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
　　首先，全球化成为财政金融理论研究的基本视角。
20世纪的后20年中，经济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世界各国的经济高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全球化的环境中，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和新的问题，单纯的国内视角已经无法解释，更不用
说为实践活动提供有效、科学的指导。
因此，对任何问题的研究都要放在全球化的框架中进行。
例如，过去学者们在探讨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时，多是从脆弱的国内经济基本面和政府不负责任的政
策着眼。
但对于90年代以来频频爆发的金融危机，这些传统的理论显然已经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甚至连财政政策这个一向被认为是“纯国内范畴”的问题，也面临着挑战。
就税收工具而言，传统上，一国宏观税负的确定，主要依据是本国经济增长的现状和目标，在全球化
的宏观背景下，决策过程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既要遵守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还要考虑其他国家
经济形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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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7年爆发全球银行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银行监管体系的疏漏和银行公司治理的缺陷。
银行监管和公司治理是密不可分的两个问题。
政府监管机构代表中小存款人和公众的利益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公司治理机制发挥作用。
而我国的银行监管存在的一个内在基本矛盾就是政府既是股东的代表，又代表了存款人和公众的利益
，无法形成有效的银行公司治理机制。
本书从公司治理的视角，综合考虑资本充足率、存款保险制度等传统的银行监管手段和公司治理机制
的相互关系，强调了管理层报酬设计在我国监管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为设计我国最优的银行监管体系
提出了有价值的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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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银行的监督检查是由政府监管人员实施的，而银行关　闭和救援决策也是由政府监管人员做出的
。
上述大部分文　献都假定政府监管人员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而实际　上监管人员更可能追求私
人利益最大化。
Kane（1990）　通过对美国储蓄贷款协会危机的处理过程的分析，清楚地　揭示了政府监管机构为了
私人利益的最大化损害了社会福　利，采用了过分宽容的救援措施。
Boot和1“hakor　（1993）为监管人员在处理困境银行时过分宽容提供了理　论解释。
在他们的模型中政府监管人员追求私人利益最大　化，因为关闭银行会损害监管人员的声誉，在声誉
均衡的　情况下监管人员总是倾向于实施过分宽容的关闭和救援政　策。
这两篇论文的重要贡献在于使理论界认识到除了监管　人员和银行之间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外，在监管
人员和纳税　人之间也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即银行监管面临着双重委托　代理问题。
因此，如何设计激励和约束机制来促使监管人　员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对于设计最优的监管
体系　是非常重要的。
①　　另外，Rochet（2003）对里昂信贷银行危机的分析揭　示了在银行出现危机时，监管部门会在
各种各样的政治压　力下被迫对银行进行救助，尽管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看应该关闭这些银行。
Quintyn和Taylor（2002）深入分析了监管机构的独立性的重要价值。
他们论证了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对于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这类似于中央银行独立性对于
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作用。
Lindgr’en等人（1999）对于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分析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金融监管机构
缺乏独立性是这些国家银行危机爆发和恶化的主要原因。
Brown和r）ing（2005）深入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21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危机，他们发现政治因素在政
府解决问题银行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与选举刚刚结束相比，在选举前问题银行被关闭的可能性
要小很多。
尽管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证明了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对于银行监管效率的确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政治
经济学和激励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也有问题。
监管机构独立性的提高有可能导致监管机构与被监管机构合谋（Laffont，2000；Faure—Grimaud
和Martimort，2003）。
如何对监管机构的独立性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得到最优结果仍然需要研究。
　　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不仅指监管机构不受政治势力的干预，也指监管机构不受被监管的利益集团的
影响。
银行监管措施会影响相关的各利益集团的成本和收益。
根据政治经济学的私人利益理论，各利益集团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减少自己承担的成本而展开竞争
。
组织良好的利益集团往往会在竞争中占据上风，他们影响政府决策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并将成本转嫁
给组织分散的利益集团。
私人利益理论强调每个利益集团都要权衡监管措施（以及支持和反对改革）给自身带来的成本和收益
，在一定的政治、法律、制度框架下为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展开竞争。
一项银行监管措施能否实施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组织的严密程度。
组织严密的利益集团更容易克服搭便车问题，通过团结一致的合作来影响政府决策而争取利益（Olson
，1965）。
二是成本的分散程度。
只有监管产生的利益很集中而成本又很分散，利益集团才有足够的动力去影响政府决策，而承担成本
的集团则不能有效抵抗（Kroszner和Stratmann，1998）。
三是监管的收益和成本的差额。
一个集团获得的利益与另一个集团承担的成本差额越大，改革就越容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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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oszner和Strahan（1999）对美国银行跨区设置分支机构管制的废除过程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结果证实
了银行监管的私人利益理论，即各利益集团为了集团利益最大化通过各种努力影响监管措施的实施，
利益集团因素对于跨区设置分支银行的管制解释力最强。
Kroszner和Strahan（2001）随后对《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FDICIA）的改革过程从一个
政治经济学视角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的实证结果也证实了私人利益理论的预测：有助于提高社会福
利水平的监管措施由于受到利益集团的阻挠而无法实施。
他们也得出了另外一些重要结论：各利益集团（如大银行和小银行以及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
的竞争有利于好的监管措施的采纳。
　　jRocl-let（2004）通过模型也证明了政治因素对于银行监管的重要性。
他发现发生银行危机的主要原因不是存款保险和监管不力，很可能是政府无法信守承诺的问题，政府
总是施加压力要求有关部门救助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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