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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至今已过去五年，全球经济却依然风声鹤唳、难以平复，金融市场更是
在低迷之间动荡不已。
一方面，是迥异于以往的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社会的急剧变化；另一方面，则是对其变动前景的茫然
，整个世界似乎正处于制度转型与秩序重构的临界时刻。
然而，与茫然的深切相对应的，则是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重要性前所未有的凸显，以及由此激发的一
系列关于新形势、新趋势背景下如何实现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探究。
　　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有幸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金融稳定的长效机制研究—
—基于美国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分析”（08&ZD035）的研究，特别是与国内知名高校及研究机构的专家
通力合作，对中国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长效机制的构建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并由此形
成了本套“中国金融安全研究丛书”：《创新风险保障：中国金融发展安全观》，《中国金融安全网
：理论分析与制度设计》，《宏观审慎管理与中国金融安全》，《中国金融安全的多向度解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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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金融安全网--理论分析与制度设计》由史晓琳、吴伯磊、饶云清所著，金融安全是维护金融稳
定的市场化机制，本轮金融危机后，其重要性更加凸现。
《中国金融安全网--理论分析与制度设计》对金融安全网的要素、功能、成本收益以及控制权配置等
仍存在争议的理论问题进行深度分析，提出金融安全网应是审慎监管、最后贷款人和投资者保护三元
一体的架构，并借鉴国际经验，基于对中国经济金融现实的考察分别对三种制度及其耦合进行优化设
计，旨在为建构中国金融安全网寻求完整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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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97年，英国工党开始了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于2000年推出了《金融服务和
市场法》。
依据该法，英国成立了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管理局，并赋予了该机构所需要的全部法律
权限。
在这个新的环境下，英格兰银行、财政部和金融服务管理局有了明确分工：金融服务管理局负责对银
行、投资公司、保险公司和住房信贷机构进行审批和审慎监管，同时对金融市场清算和结算体系进行
监管；英格兰银行主要负责执行货币政策和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并直接介入支付体系；财政部负责
全面金融监管组织架构的制定和金融监管方面的立法。
可以说，英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适应金融业混业的需要。
　　3.日本的监管体制　　日本于1881年颁布了《日本银行条例》，并于次年成立了日本中央银行，
即日本银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战时需要，日本于1942年推出了《日本银行法》，该法明确规定了日本
银行的金融管理和监督方面的功能，推行了集中监管体制。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受到英国的影响，日本的金融监管体制转变为混业经营下的集中监管体
制。
为了提高本国的监管效力以适应当时的金融发展趋势，日本于1998年4月通过了《新日本银行法》，该
法律废除了大藏省拥有的一般性监管权、业务指令权、银行高级职员的任免权。
大藏省仍然负责金融制度方面的宏观决策以及监督存款保险机构等职责，从而大大提高了日本银行的
独立性。
同时，日本还成立了金融监督厅，该机构负责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监督。
1998年12月又成立了金融再生委员会，负责执行金融再生法以及金融机构破坏处置和危机管理等方面
的实务。
2000年7月，日本正式成立金融厅，同时将大藏省的金融制度决策权、企业财务制度检查等职能转移到
金融厅。
大藏省保留了与金融厅对存款保险机构的协同监督权，以及参与破产处置和危机管理的制度下的决策
权。
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革，日本形成了集中监管的金融监管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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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透视国际金融风云变幻；阐释金融安全理论要义；解析中国金融安全现实；建构中国金融安全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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