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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银行体系在日常金融危机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对于那些银行主导型国家来说，银行危机被称为狭义的金融危机。
自1980年以来，130多个国家经历过严重的银行业困境，这个数量几乎占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国的
四分之三。
历次金融危机的进程表明，在经济社会转型与开放并存的时期，单个银行的各类风险相互交织、传染
、膨胀，最终可能累积成为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而系统性风险突变为危机集中爆发，演绎出几百
年金融史上一幕幕悲壮场景，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次次巨大冲击。
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制度的全面变迁导致金融风险的种类、性质、分布及传导机制频繁变动，
而现有风险监管指标更加侧重于银行业的微观风险，致使监管部门很难对系统性风险进行有效的监管
。
    本书从个体银行风险触发、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金融安全网下的银行系统性风险变迁三个层次对
系统性风险进行考察，并构建了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系统性风险分析模型，以研究在不同环境下微观
风险触发与个体银行失败、个体银行失败与系统性风险生成的机理；本书还挖掘60个国家24年1440个
样本点的相关数据，运用Panel Logit模型对不同开放程度、不同金融发展程度国家的系统性风险生成机
制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本书考察我国金融制度的特殊性，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次上对我国银行系统
性风险的生成、评估及其防范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除导论外，全书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    第1章将银行系统性风险纳人金融安全视野下，研究
其深刻的历史渊源、理论背景及未来动态，得出全球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的一般规律与未来发展动态
，搭建银行系统性宏观、微观联通机制的分析框架与逻辑结构。
    相比传统银行危机研究范式，银行系统性风险研究更侧重于银行体系风险生成的微观基础与动态连
续性。
本书重点分析外部冲击是如何作用于微观银行主体导致银行失败的，银行失败是如何通过传染引致整
个系统的功能性失败的。
在金融安全的研究视野下，本书提出系统性风险是构成联结个体风险与金融安全的枢纽，强调风险、
个体银行失败与风险传染之间的内在逻辑。
    银行系统性风险研究源于对现实风险事件的挖掘与解释，因此，开放条件下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演化
也为我们的研究赋予了新的内涵：一是金融体系规模的急剧膨胀与金融体制的日益复杂使得其关联程
度进一步加强，金融市场、投资者行为、资产价格波动等因素被不断纳入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研究框架
中；二是金融整合构成了当代银行业发展的最重要特征，金融整合必然带来银行业运营的集中化、规
模化与国际化，这又构成了我们研究的新课题；三是在信息化的时代，银行系统性风险传染的渠道可
能发生了改变，银行系统性风险更难以被预测和管理；四是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研究更多地从个体银行
挤兑转向批发层次出现的问题。
    第2章为全书的理论基石，重点对系统性风险的生成进行理论探讨。
本书从个体银行风险触发、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政府管制下的银行系统性风险变迁三个层次研究系
统性风险，重点考察个体银行风险生成、个体银行失败与系统性风险生成之间的内在逻辑，并借
用Diamond和Rajan（2005）模型，将存款者预期、银行间市场与政府担保行为纳入分析框架，构建从
微观到宏观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冲击模型。
    在同质化的假设前提下，即所有的银行对一个特定的冲击具有同样的风险暴露，市场风险、信用风
险与操作风险总量是诱发银行被挤兑进而破产的根本原因。
但实际上，相同冲击导致银行发生失败的可能性却存在较大差异，为此我们引入风险偏好来刻画银行
的资产负债结构风险暴露程度差异，引入风险承受能力刻画银行面临同等风险时失败的可能性差异，
由此得出特定冲击下个体银行失败的一般规律。
    冲击的范围、概率与频度决定了银行同时失败的概率，基于银行同时失败的概率，可以将系统性风
险的形成分为共同冲击类型与传染类型。
共同冲击类型可以概括为宏观经济波动、总体冲击与信贷膨胀、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国际资本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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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然逆转。
风险的传染受银行间市场结构、信息的完备程度、银行体系的关联程度、同质性及风险承受能力的影
响。
     流动性风险是银行系统性风险研究的核心。
Diamond和Rajan（2005）模型从流动性短缺的角度探讨了个体银行失败的原因与银行体系风险传染的
可能性。
为此，本书从系统性风险的三个层次出发，将存款者预期、银行间市场行为、政府担保引入模型，将
个体银行的流动性状况与银行体系流动性危机相结合，研究不同主体效用函数对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影
响，进而构建从个体银行风险触发到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的一般分析框架。
     第3章研究开放条件下金融机构运营环境、金融制度结构及银行业运营模式的变化及其对银行系统
性风险生成机制的影响。
与封闭环境相比，开放条件下的系统性风险生成机制的特殊性在触发风险的因素、影响传染的渠道及
政府的救助活动等方面有所差异。
本章延续上章的分析逻辑，从开放条件下银行运营环境的变迁入手，从全球金融体系结构、银行资产
负债结构、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国际传染三个层次上揭示出开放条件下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的一般规律
。
     从微观风险的触发机制来讲，金融自由化带来金融资产的急剧膨胀，利率、汇率价格开始剧烈波动
，全球流动性失衡带来的资本流动突然转向导致银行经营环境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金融市场的发展
促使间接融资体系竞争压力加大，迫使银行改变其融资结构并加大了投资的风险偏好，银行的融资结
构与投资渠道更加依赖于金融市场，流动性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从银行体系的风险传染机制来讲，银行与金融市场相互关联程度进一步加强，风险更易在全球范围及
整个金融体系之间传染与分担，这在转移、分散风险的同时也扩大了银行风险传染的源泉、规模与速
度，本书尤其强调同质性与流动性紧缺程度在其中的作用。
从银行体系风险的分担来看，开放条件下中央银行干预能力减弱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又不
能承担最后贷款人责任，加速了风险在国际上的传染。
     第4章运用Panel Logit模型对不同开放程度、不同金融发展程度国家的系统性风险生成机制进行实证
研究。
     系统性风险很难有一个精准的测度方法与模型，现有对系统性风险测度的研究被分为预警机制、影
响因素、总量测度、传染测试、仿真模拟与压力测试等多方面的内容。
本书对各类模型的数据结构、制度背景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对于系统性风险的生成机制来说
，关键在于论证不同情境下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机制的差异。
本书与他人研究的差异在于，很好地挖掘出了政府治理指数、金融开放度量指数、金融自由化指数，
选取全球60个国家24年的大样本数据运用Panel Logit模型分析得出以下有益结论：（1）分别依据金融
开放度与金融发展程度两个指标将样本分成两组，运用’Mann—Whilney U检验得出两组样本存在显
著差异；（2）金融开放程度较低的国家，主要受通货膨胀率、实质利率、国内授信成长率的影响，
金融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主要受人均GDP、经常账户变动率、实质利率、实质GDP成长率、金融自
由化虚拟变量、金融市场结构、银行储备／银行资产、M2／外汇储备的影响；（3）金融不发达国家
主要受通货膨胀率、实质利率、实质GDP成长率、金融自由化虚拟变量、国内授信成长率的影响，金
融发达国家受实质GDP成长率、金融自由化虚拟变量、国内授信成长率、银行持有国外净资产／外汇
储备的影响；（4）在所有的变量中，政府治理指数的改善均显著降低了系统性风险生成的概率
，GDP与国内授信成长率也几乎在所有的方程中都显著发挥作用。
     第5章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研究我国系统性风险生成的特殊性、影响因素及其爆发的可能性。
     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特殊性在于渐进式改革导致的银行风险过度集中与政府的隐性担保，银行体
系的崩溃最终取决于政府信用的崩溃、经济的大幅衰退及储蓄存款的大幅下降。
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不是表现为大规模银行的倒闭，而是表现为银行经营效率低下导致的金融经济困
境。
     通过分析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生成与传染的特殊机制，本书发现：虽然近几，年来我国银行的风险状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开放条件下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机制>>

况有一定程度的好转，但是某些风险还是处于潜伏状态，经济大幅衰退、净出口大幅降低、资金流动
突然逆转、投资过度集中与房地产泡沫崩溃等情况都有可能导致银行风险的急剧放大与显性化，而银
行的同质性、资本关联与金融脆弱性可能会导致风险在体系内的进一步传染，最终生成严重的银行系
统性风险，甚至于触发整个银行业的危机。
另外，经济的急剧转型与金融的持续开放可能会加速这一进程。
从制度根源来看，双重预算软约束及其引发的政府隐性担保成为影响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状况的关键
因素，因此本书着重强调了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与预算软约束问的关系及政府隐性担保的可持续性问
题。
     在实证方面，本章基于系统性风险的微观机制合成了银行系统性风险的评估指数，并参考银行系统
性风险的传染机制与影响因素，为构造微观基础、传染特征、触发机制三位一体的综合性指数体系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6章是本书的主要结论与展望。
     在经济转型与金融国际化的双重约束下，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稳定发展是防范我国系统性
风险的根本。
我们应从系统性风险的生成与传染的机制人手，打造金融安全网，改善政府治理结构，发展多元融资
体系，提升银行机构的竞争力，以有效防范与控制银行系统性风险。
我们应将银行微观风险管理办法同监管部门的宏观审慎监管结合起来，建立一套以微观风险监控、宏
观经济总量指标预警、传染模型测度三位一体的系统性风险测度框架。
     本书的创新之处如下：     第一，全书从个体银行风险触发、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金融安全网下的
银行系统性风险变迁三个层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进行研究。
在借鉴Diamond和Rajan（2005）的流动性冲击模型的基础上，将存款者预期、银行间市场行为、政府
担保引入模型中，将个体银行的流动性状况与银行体系流动性危机结合起来，研究不同主体效用函数
对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影响，进而构建从个体银行风险触发到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的一般分析框架。
     第二，实证研究证实了不同金融开放程度与金融发展程度国家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机制的差异。
本书很好地挖掘出政府治理指数、金融开放度量指数、金融自由化指数等指标，并选取全球60个国
家24年的大样本数据进行分组控制研究，论证了不同开放程度与不同金融发展程度下的银行系统性风
险生成机制的差异，具体有意义的研究结果如下：     （1）在所有变量中，政府治理指标的稳健性最
强，在任何一组方程（包括各分组）中都显著地减轻了银行系统性的发生。
而是否实施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对系统性风险的生成均无显著影响。
     （2）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实质利率的提高、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导致一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增大
，而人均GDP、实质GDP成长率、金融市场结构的改善、政府治理环境的改善、国内授信成长率都会
导致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减小。
而银行储备资产占比的提高更易诱发系统性风险，储备资产的增加一般是银行主动收缩流动性的结果
，其原因是要么经济可能处于衰退周期，要么政府出台严厉的调控政策，这两者都有可能导致银行系
统性风险的增加。
     （3）高开放程度国家中导致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因素较多，主要包括人均GDP、经常账户变动率、
实质利率、实质GDP成长率、金融虚拟化、政府治理指数、银行储备／银行资产、M2／外汇储备的影
响；低开放程度的国家中，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主要受通货膨胀率、实质利率、政府治理指数与国内
授信成长率的影响。
     （4）在封闭国家实施金融自由化不会对一国系统性风险带来显著影响，但随着金融开放程度的提
高，金融自由化往往会带来较高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在金融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
、银行融资依赖程度的降低与政府治理的改进都能有效抵御系统性风险，但在金融开放程度较低的国
家，金融市场的治理作用并不能得到有效发挥。
而在金融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金融自由化实施与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生成无显著关系。
     （5）金融不发达国家系统性风险的生成受较多因素的制约，金融发达国家系统性风险的生成主要
受实质GDP增长速度的影响，并能通过自身经济金融的发展来有效克服通货膨胀率与实质利率提高带
来的不利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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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达国家系统性风险生成更易受到国外因素的影响，银行持有国外净资产／外汇储备发挥的作用
越来越大。
     第三，从我国商业银行的微观基础与制度根源出发，得出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根源在于经济的可持续
增长与政府担保的可信度。
基于系统性风险的微观机制合成了银行系统性风险的评估指数，并参考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机制与
影响因素，为我国系统性风险评估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一个框架性的初步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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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制度的全面变迁导致金融风险的种类、性质、分布及传导机制频繁变
动，而现有风险监管指标更加侧重于银行业的微观风险，致使监管部门很难对系统性风险进行有效的
监管，《开放条件下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机制研究》在开放条件下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次研究了银行
系统性风险的生成机制。
首先，《开放条件下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机制研究》从个体银行风险触发、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金
融安全网下的银行系统性风险变迁三个层次对系统性风险进行考察，并构建了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系
统性风险分析模型，以研究在不同环境下微观风险触发与个体银行失败、个体银行失败与系统性风险
的生成机理；其次，《开放条件下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机制研究》还挖掘60个国家24年1440个样本点
的相关数据，运用Panel Logit模型对不同开放程度、不同金融发展程度国家的系统性风险生成机制进行
了实证分析；最后，《开放条件下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机制研究》考察我国金融制度的特殊性，从理
论与实证两个层次上对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生成、评估及其防范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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