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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宏观审慎监管研究》是将整个金融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顺周期性进行
监管，从而防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宏观审慎监管研究》考察了宏观审慎监管的风险防控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苗永旺，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金融监管、货币政策、支付清算，现供职于中国支付清算协会
，在《新华文摘》、《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国际金融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等核心期刊发
表论文二十余篇。
　　《宏观审慎监管研究》只代表个人观点，与作者所在单位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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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对宏观审慎监管的研究和实践已经成为一个全球范围内的热点问题。
在我国也不例外，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也都提出了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建议，并且在有的领
域已经开始实施。
从我国宏观经济的现实情况来看，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有效结合从而实现防范系统性风
险的目的极为重要。
　　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联系紧密，政府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金融体系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血液”，它的任何波动都有可能引起宏观经济的大起
大落。
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我国的信贷增长过快、通胀预期、资产价格泡沫都明显增强的背景
下，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更将显著，亟须宏观审慎监管以达到保持金融体系和宏观经
济稳定的目的。
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系，但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交叉经营的
业务越来越多，跨行业、跨市场的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产品发展势头强劲，分业监管面临着监
管空白的漏洞，因此需要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机构以弥补监管领域的漏洞。
8.1中国宏观审慎监管的探索和实践现状我国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探索由来已久，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
发前就已经开始进行研究。
但对宏观审慎监管进行较大规模的实践也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危机犹如一支催化剂，
加快了我国对宏观审慎监管的研究和实践的进程。
下面我们对近年来我国在宏观审慎监管领域的探索和实践进行梳理。
　　8.1.1 对宏观审慎分析的探索　　宏观审慎分析是通过运用简便而准确的宏观经济指标和金融体系
的早期预警指标的形式对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进行宏观审慎的测度。
通过宏观审慎分析，监管者可以对宏观经济的走势和金融体系的风险状况进行较好地分析、了解和判
断，从而制定下一步的宏观审慎监管策略。
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已经在宏观审慎分析上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中国人民银行从2005年起就开始定期发布《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对宏观经济形势和金融体系状况进
行分析和判断。
银监会也从2006年起，按季度向金融机构发布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增强金融机构对风险的了解和应
对意识。
银监会还于2007年12月发布了《商业银行压力测试指引》，其目的在于通过采取对高风险行业的压力
测试的形式来判断银行的风险状况。
上述宏观审慎分析是我国在宏观审慎监管领域的有益探索，为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起到了较强的保障
作用。
　　8.1.2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顺周期性的监管实践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顺周期性是宏观审
慎监管的重点领域。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充分凸显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顺周期性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下面本文分别从这两个角度对我国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顺周期性方面作出的成就进行分析。
　　1.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　　在宏观审慎监管的跨行业维度中，主要关注的就是系统重要
性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当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出现困难时，会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巨大威胁。
在我国现行的金融体系下，国家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不会对出现困难的“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坐视不
管，甚至还会有“小而不倒”。
但对这些金融机构的保护并不意味着没有系统性风险或金融危机，中国过去对那些经营不善的金融机
构的挽救金额巨大，其挽救金额占GDP的比例在世界中高居前列。
况且，金融机构的“零倒闭”也不会在我国永远存在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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