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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王剑 

以下是关于金融监管、金融管理的一些入门知识。在大部分金融学教

程中都有，主要供非金融专业的朋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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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金融监管 

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由于时常需要向公众吸收资金，从事高杠杆

经营，一旦经营发生风险，会产生巨大外部性，即除了自己破产完蛋，还

会涉及公众利益。 

如果是一般企业，向其提供资金的股东、债权人等按约定自行承担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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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风险，破产了自己认倒霉即可。此处“自己认倒霉”的前提是，他事

前确实已经充分认知了自己承担的风险，愿赌服输。 

但金融业由于业务复杂，同时又向数量众多的公众提供服务，谁也没

有办法确保每一位客户都能很清晰地认知到该金融机构的风险情况。同时，

金融业务又特别复杂，风险具有隐蔽性，非专业的客户很难识别，甚至有

时候金融机构还会做坏事。因此，只能由政府出面，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业

施以严格监管，保证一个基本的安全。 

但注意，这里是保证一个“基本的安全”，不是绝对安全。监管不是

完全消灭风险。如果有些小众的高风险业务，确实已经有把握相信，客户

是有风险承担能力并且愿赌服输的，那么也允许开展。监管者在这里的职

责是确保客户认知到了风险，具有适当性。 

除了金融监管，还有一个常用到的词叫“金融管理”，这个词并无准

确定义，可以将政府部门中其他涉及金融工作的内容包括进来。有时候日

常用语不规范，将金融管理称为金融监管，或者称广义的金融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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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内容 

最广泛意义的金融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工作内容： 

（1）货币政策：货币的发行、流通、调控等。这一部分可能是大家平

时高度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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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微观审慎监管：金融机构各种行为的具体监管，实践中一般是设

置了很多监管指标，要求金融机构必须达到，比如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

流动性比率等。此外，还会有其他一些阶段性的要求。同时，设了指标后，

不能默认金融机构们会很老实地执行，他们会为了赚钱而想方设法突破，

变相绕开监管指标，这叫“监管套利”。因此，监管部门还要通过各种各

样的检查去杜绝他们做坏事。金融监管，狭义就是指微观审慎监管。 

（3）宏观审慎监管：当每家金融机构都符合上述微观审慎监管的所有

要求时，并不能绝对保证整体金融体系是安全的。因为个体不等于整体，

个体理性不一定带来整体理性。比如所有银行都往集中往一个细分领域放

贷款（过去经常出现的是房地产），即使每家银行都是合法合规的，但可能

全部加起来形成合力，整体就会出风险。因此，监管部门要随时盯住整个

金融体系的情况，如果发现哪里不对，就要及时干预金融机构的行为，防

止系统性风险。 

（4）金融消费者保护：和其他行业一样，如果商家坑了消费者，监管

部门要干预。金融服务业具有专业性，即“卖家比买家更专业”，对从业

者职业道德要求较高，总有那么一些不法之徒坑害客户利益，有时候客户

自己还不知不觉。因此也需要监管部门干预。 

（5）产业政策：金融业下面的子行业很多，比如分为银行、证券、保

险等，各个子行业下面又可再细分，比如银行业又分为大银行、全国性股

份银行、城商、农商等，应该如何布局、重点发展哪些领域才是最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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