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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国际比较研究》内容简介为：本文除引言外，分六个部分对国际上几种主要
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模式进行了比较，从而得出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的选择。
引言部分提出问题，即国际国内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提出挑战；第一章对国际
上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模式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模式及其共同监管内容进行综述，同时简要阐述历
史以来金融监管模式的演变。
引言和第一章提纲挈领，对全文所要研究和论述的内容进行了铺陈。
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具体比较了国际上主要几种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
第二章着重介绍了美国金融控股公司伞形监管模式的历史由来，监管特点、具体监管内容和目前所面
临的挑战。
第三章对英国和日本的统一监管模式进行介绍和比较。
英、日是经济金融发展道路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家，英国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融资体系，日本是以银行为
基础的融资体系，却都比较早的实行了统一的监管模式。
是监管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还是分业监管水平和能力已经达到一定高度的必然结果，抑或迎接国际
金融业竞争的自然选择？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在第四章详细分析了德国一直实行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制度，直到2002年才
开始统一监管的背景、原因和组织框架。
第五章则着重介绍和分析北欧“小型国家”的统一监管。
第六章对澳大利亚与荷兰的“双峰”监管加以比较分析。
通过国别比较后，自然推导出第七章中国的监管模式选择。
显然，中国目前还是处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过渡的发展阶段，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实行英、日、
德的统一监管模式。
但是，目前中国金融业综合经营和金融控股公司的快速发展，亟待明确监管主体，解决金融控股公司
的监管真空问题。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发现，适合中国监管历史和环境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制度，应是伞形监管模式，既
能发挥专业监管所长，又能覆盖到所有的金融领域。
既维护了历史，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兼顾了效率与成本，权衡了分散与集中。
第八章则在第七章的基础上具体描述了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控股公司伞形监管框架的具体内容。

《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国际比较研究》采用了比较研究方法，通过各国实行相同和不同监管模式的
国别比较，顺理成章得出中国监管模式选择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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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摘要引言第一章 金融控股公司发展及其监管模式综述一、各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道路各异二、适应
金融控股公司发展需要的监管模式选择三、不同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的相似监管内容四、金融控股
公司监管模式与金融监管制度密不可分第二章 伞形监管模式一、美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与相关法律
的历史沿革二、美国金融控股公司的伞形监管框架三、美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所遇到的挑战第三章 统
一监管模式Ⅰ一、英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二、英国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三、日本金融控股公司的
发展和统一监管第四章 统一监管模式Ⅱ一、德国金融统一监管的背景二、德国金融统一监管框架和特
点三、德国金融集团监管的主要内容四、对德国金融集团统一监管的评价第五章 统一监管模式Ⅲ一、
北欧国家的统一监管实践二、北欧统一监管的理论基础三、北欧国家统一监管的特点四、对北欧统一
监管的评价第六章 过渡模式——“双峰”监管一、澳大利亚的“双峰”监管二、荷兰的“双峰”监管
三、对澳大利亚与荷兰“双峰”监管的评价第七章 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的选择一、评价监管模
式的文献综述二、金融监管模式选择的理论基础三、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演变和中国金融监管环境四
、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的选择第八章 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框架设计一、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目
标和监管者的选择二、伞形监管者的监管对象三、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内容四、中国金融控股公
司的监管方法五、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退出和救助附录附录一：“银行控股公司评级体系”译文和对
我国的启示附录二：美联储理事会W条例指引对我国的启示及条例译文附录三：德国金融集团的监管
实践——德国央行月报附录四：国际上金融部门统一监管的述评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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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金融控股公司发展及其监管模式综述一、各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道路各异金融控股公司是从事
综合经营的机构，可以进行资源的综合配置，其金融产品可以跨行业、跨市场、跨区域发展，而资本
市场是金融控股公司最活跃的市场之一，金融控股公司以其创新能力和雄厚的资源成为资本市场上的
重要参与者。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纷纷放弃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制度，银行、证券、保险业出现相
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综合化发展趋势，一批大型金融机构进一步发展成综合化经营的巨型金融集团。
1986年，英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放松了对金融机构业务相互渗透、综合化经营的管制；1997
年，日本推出金融体制改革一揽子方案，放宽对银行、证券、保险业的限制，允许跨行业经营业务
；1999年，伴随花旗集团和旅行者集团的合并，美国正式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银行、
证券、保险跨业经营，标志着长期实行金融分业管理的美国最终放弃了这一制度。
而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国家从战后至今则一直实行全能银行模式。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控股公司已经成为当今金融机构发展的潮流。
金融控股公司通过集团综合经营、子公司分业经营的方式既能发挥规模效应、协同效应等优势，又能
通过“防火墙”等措施有效隔离风险，不仅满足社会对金融综合化、多样化的需求，而且有利于金融
机构迅速增强综合竞争实力。
因此成为各国金融机构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模式。
像花旗、摩根大通、美国银行等大都通过并购、新设等方式，形成资产近万亿美元的大型综合化经营
集团，在承销、保险、资产管理等领域显现出综合经营的优势。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国际比较研究>>

编辑推荐

《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国际比较研究》：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是金融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中国和
其他国家一样都应选择适应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监管模式。
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的选择受到金融体系的构建、金融监管的历史和现实、市场和法律制度的完善
等要素的制约。
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模式应在原有监管模式的基础上，从宏观调控、行业发展、信息收集、防范系统
性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出发，发挥监管所长，充分利用现有的中央银行的金融基础设施，而不至于因
机构的大调整而产生转型风险和金融资源的浪费。
选择伞形监管模式是与我国国情和金融业的发展相适应的。
《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国际比较研究》内容包括：金融控股公司发展及其监管模式综述、伞形监管
模式、统一监管模式、过渡模式——“双峰”监管、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的选择、中国金融控
股公司监管框架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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