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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应两条“腿”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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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轮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上金融风险监管正由以往单纯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与机构

监管相协调的方向转变。 
  通过研究金融市场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之间的协调关系可以发现，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是金

融市场监管的两种不同方法，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各有其存在价值和适用领域，二者在金融监管

中应当是共存共生而不是非此即彼。 
  机构监管是金融监管的传统方式，在金融机构业务单一的传统环境下能够较好地发挥作用。

随着金融机构业务多元化，尤其是金融集团的出现，单一的机构监管逐渐暴露出其内在缺陷。这

突出表现在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在提供功能相似的金融产品时，受到不同监管

机构按照不同标准进行的监管，形成不合理的监管差别，进而导致市场竞争条件出现差别，不利

于公平竞争。 
  没有哪个金融监管机构拥有全面监管所有金融业务和金融活动所需要的人才、资源和专业知

识。在此情况下，让特定类型的金融业务置于对该业务最熟悉、最有经验的监管机构的监管之下

显得极为必要。例如，对于被允许从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的商业银行而言，按照功能监管原

则将基金管理业务置于证券监管机构监管之下，要比按照机构监管原则由银行监管机构来监管这

些业务更为适当。在金融机构跨业经营广泛存在的情况下，功能监管无疑比机构监管更能确保监

管的专业性和针对性。 
  在金融混业经营背景下，同一金融机构可能会从事在性质和特点上大相径庭的不同金融业

务。在此情况下，依据功能原则将同类业务置于同一监管机构之下，更有利于保持监管理念的一

致性。 
  由于机构监管模式很难对跨行业的金融创新产品实施有效监管，因此，管理层为了实施有效

监管很可能通过行政手段来限制金融创新的发展。功能监管关注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基本功能，并

且据此设立相应的监管机构和监管规则，能够更为有效地解决有关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权责归属

问题，管理层不必再通过限制金融创新产品的发展来维护金融业的安全，可将有限的监管资源用

在如何完善功能监管以实现对金融创新产品的有效监管上，从而在保证整体安全的条件下提高金

融业效率。 
  而且功能监管更具超前性和预见性。传统的机构监管把现有的金融机构看作既定不变的，公

共政策和监管的目标是如何使现有的金融机构能够生存和发展下去，功能监管则把注意力集中在

最有效地实现金融体系基本功能的金融制度结构上，政府监管部门制定的公共政策和监管法规是

为了促进制度结构的必要变化，而不是试图保护和维持现有的制度结构。 
  就我国目前的现状而言，保持和完善现有分业监管体制并逐渐过渡到“伞形”监管体制，是

较为合理而明智的选择。 
  作为金融市场监管的两种不同方法，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各有其存在价值和适用领域，二者

在金融监管中应当共存共生。就金融监管所要实现的总体目标而言，机构监管更多的是同审慎监

管（风险防范）相联系，即在金融机构风险控制和金融市场系统稳定方面发挥主要作用；功能监

管则主要是同行为监管（投资者/消费者保护）相联系，即在规范金融业务经营和产品提供、保护
金融投资者和消费者方面发挥主要作用。明确这一点，有助于将机构监管、功能监管和目标监管

这 3种主要的监管理念和方法衔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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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的协调既表现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也表现为监管机构内部的

协调；就内部协调而言，既包括综合监管模式下的单一监管机构内部的协调，也包括分业监管模

式下的行业监管机构内部的协调。从内容上看，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的协调既体现在监管权限的

划分与协调，也体现在监管目标、监管风格乃至监管文化上的协调。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的协调

应当依据有利于实现监管目标、有利于发挥监管专长、有利于降低监管成本这 3项原则，通过多
种途径和方式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