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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简介：巴塞尔委员会及各国监管部门基于对金融危机的不断反思，对巴塞尔做了大量的
修订，明确了巴塞尔Ⅲ的大致框架。
对强化资本要求、流动性监管，逆周期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等多个重要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并多次通过定量测算结果来校准新规则及其参数的设定。
这些重要成果逐步构成了巴塞尔Ⅲ的主体框架。
本书在对新监管框架形成过程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上，围绕巴塞尔Ⅲ中的核心内容，主要针对引入杠
杆率后的资本监管、流动性监管改革和宏观审慎监管改革等内容展开分章讨论。
各章均从回顾各监管指标的历史着手，分析原有框架中相关监管的缺陷，着重围绕巴塞尔Ⅲ中的监管
变革，讨论变革的内容、影响及意义，并力图通过理清巴塞尔Ⅲ的基本脉络。
尝试把握未来金融监管的基本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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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巴曙松，巴曙松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巴曙松研究员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还担任中国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企业年金资格评审专家、中国证监会基金评议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银监会考试委员会
专家、招商银行和招商局总部的博士后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等，先后担任中国银行杭州市分行副行长
、中银香港助理总经理、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经济
部副部长等职务。
巴曙松研究员还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主要著作有《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研究》、
《金融危机中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挑战与改进》、《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研究》、《中国金融市场发
展路径研究》，译著有《美国货币史》、《大而不倒》、《危机经济学》等。

　　朱元倩博士，北京大学博士后，2010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金融工程方向，获得管理学博士
学位，美国北卡大学夏洛特分校联合培养。
在《金融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并合著《金融危机中的巴
塞尔新资本协议：挑战与改进》（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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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巴塞尔资本协议Ⅲ：新监管框架的形成
　第一章　危机后的金融监管改革
　　一、危机后金融监管改革的新方向
　　二、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
　　三、英国的金融监管改革
　　四、欧盟的金融监管改革
　　五、美国、英国和欧盟方案的比较分析
　第二章　从巴塞尔Ⅰ到巴塞尔Ⅱ
　　一、从巴塞尔Ⅰ到巴塞尔Ⅱ的演变历程
　　二、巴塞尔Ⅰ的主要内容
　　三、巴塞尔Ⅰ的影响和评价
　　四、巴塞尔Ⅱ的主要改进
　　五、巴塞尔Ⅱ的实施及影响
　　六、从巴塞尔Ⅰ到巴塞尔Ⅱ看银行业监管变革
　第三章　从巴塞尔Ⅱ到巴塞尔Ⅲ
　　一、金融危机暴露巴塞尔Ⅱ的不足
　　二、巴塞尔Ⅲ的历史沿革
　　三、巴塞尔Ⅲ的主要内容
　　四、巴塞尔Ⅲ的定量测算
　　五、巴塞尔Ⅲ的评述与展望
第二篇　引入杠杆率的资本监管新框架
　第四章　巴塞尔资本协议下的资本监管改革进程
　　一、资本监管的概念和兴起
　　二、巴塞尔资本协议之前的银行资本监管
　　三、巴塞尔Ⅰ的资本监管框架
　　四、巴塞尔Ⅱ的资本监管框架
　　五、从巴塞尔Ⅲ看全球资本监管的改革趋势
　第五章　巴塞尔资本协议Ⅲ下的资本监管
　　一、巴塞尔Ⅲ下资本监管框架的改进
　　二、资本的重分类和重定义
　　三、多层次监管资本框架的构建
　　四、风险覆盖全面化
　　五、资本监管新标准对全球银行业的影响
　第六章　杠杆率：新监管指标的引入
　　一、杠杆及杠杆率的定义
　　二、杠杆率监管的实践经验
　　三、引人杠杆率监管的必要性
　　四、巴塞尔Ⅲ中的杠杆率监管
　　五、实施杠杆率监管的影响
　　六、杠杆率监管与资本监管的有效结合
第三篇　流动性风险监管新框架
　第七章　巴塞尔资本协议下流动性风险监管改革进程
　　一、流动性的定义及监管重要性
　　二、流动性风险管理和监管的历史追溯
　　三、流动性风险监管的现实问题及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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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危机后的流动性风险监管变革
　　五、流动性风险监管的改革趋势与展望
　第八章　巴塞尔资本协议Ⅲ下的流动性风险监管
　　一、后危机时代流动性风险监管原则的确立
　　二、巴塞尔Ⅲ下流动性风险监管的两个定量指标
　　⋯⋯
第四篇　宏观审慎监管改革
第五篇　在危机中争论的监管改革
第六篇　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的中国实施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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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各国监管改革的分歧　  不难看出，由于危机前各国的监管体制并不完全相同，在危机中受
到的冲击和暴露出的问题也各有侧重，而各国监管主体面临的利益集团也有所区别，因此各国的监管
改革虽然在大方向上基本一致，但是细节上仍旧存在很多分歧。
　  第一，对银行规模及经营活动进行限制方面。
美国的&ldquo;沃尔克规则&rdquo;不但建议限制银行规模，还提出应限制银行的经营活动，如银行不
能从事高风险的自营业务，包括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及衍生品交易等业务。
然而，&ldquo;沃尔克规则&rdquo;在美国国内就遭到了较大质疑，反对意见认为，综合化经营和自营
交易行为本身不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雷曼和贝尔斯登均是单一投行模式，华盛顿互惠银行则是单一的商业银行模式，这些金融机构的倒闭
和高风险的自营交易行为无关。
最后签署同意的&ldquo;沃尔克规则&rdquo;也是大打折扣。
与此同时，&ldquo;沃尔克规则&rdquo;在国际上也未得到认可，欧盟明确表示不会跟风效仿，英国也
表示不打算将投资银行从综合性银行中分离出来，也无意限制银行规模。
从当前情况来看，是否对银行规模和业务范围加以限制，已成为欧盟、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分歧
最大的焦点。
　  第二，对全球银行进行统一征税方面。
奥巴马政府提议征收&ldquo;金融危机责任费&rdquo;，以弥补美国政府为救助金融机构而蒙受的损失
。
IMF也提出对全球银行业统一征收&ldquo;金融稳定贡献税&rdquo;和&ldquo;金融活动税&rdquo;。
对此，各国仍持有不同意见。
持反对意见的国家认为，欧美等国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远远超越实体经济的需求，金融危机是对其过
度发展的金融业和金融产品的强制性调整和纠正。
这些经济体以征税形式迫使其大银行为弥补救助危机支出作出贡献，是这些经济体对本国银行业过度
冒险的过失作出应有的惩罚，不应让全球所有经济体的金融业共同承担。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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