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点 4：政策性金融制度

政策性金融是一种具有政策性与金融性双重特征的特殊金融活动。

1）政策性：由政府出资，其业务活动对国家经济政策的贯彻支持配合上，表现在融资的非营利性，对产业政

策需要“倾斜”支持的行业、领域的贷款实行低息或无息的补贴性，以及经营风险的硬担保性上。

2）金融性：表现在资金运动坚持遵循信贷资金的运动规律，体现有偿性、效益性和安全性。

（一）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

1、倡导性职能

又称诱导性职能，是指政策性金融机构以直接或间接的资金投放，吸引商业性金融机构或民间资金从事符合

经济政策意图的投资和贷款，以发挥其首倡、引导功能，引导资金的流向。

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过对某些产业提供贷款融资，反映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表明政府对不同部门的扶持意愿，

从而引导其他金融机构加大对政府需要扶持的产业进行投资。

当某一原来政策支持产业的投资热情高涨时，政策性金融机构就可以减少对该产业的投资份额，转而扶持其

他产业发展，从而体现其政策意图的倡导性，形成对民间资金运用方向的引导机制，促使政府政策目标的实

现。

2、选择性职能

政策性金融机构具有通过主动选择融资领域或部门以实现其融资意图的职能。

政策性金融机构对融资领域或部门的选择是以政府的政策意图为导向，并参考市场机制选择情况而确定的，

如对某些重要的基础产业，如果市场机制能够选择它，那么依靠市场机制 的作用它会得到相应的资源配置，

政府干预则是不必要的。而在市场机制不予选择时，政策性金融机构则根据政策要求予以选择，给予融资支

持。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客观情况发生变化， 市场机制的选择也随之不断变化时，政策性金融机构活动的领

域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不断进行新的选择。

3、补充性职能

又称弥补性职能，是指政策性金融机构以政策性融资补充商业性融资在一些领域或部门的不足，完善以商业

性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职能。

对于一些商业性金融机构不愿或无力选择的产业、项目，以及技术、市场风险较高的领域等，政策性金融机

构进行倡导性投资，以直接投资或提供担保等方式引导资金流向，进行融资补充，有利于弥补商业性金融机

构融资面的不足，促进国民经济各产业、各部门的协调发展。

4、服务性职能

该职能是指政策性金融机构依据长期从事政策性专业融资业务所积累的实践经验和专业技能，为业务对象和

政府提供各方面服务的职能。



作为专业性融资机构，政策性银行可利用自身丰富的专业知识，为企业提供相关金融和非金融服务，或充当

政府经济政策或产业政策的参谋。例如为企业分析财务结构，诊断经营情况，提供经济信息，沟通外部联系；

为有关重大投资项目提供经济及社会效益评估；参与政府有关产业或部门发展计划的制订，或代表政府组织

实施该方面的政策计划或产业计划，成为政府在这些领域的助手或顾问。

（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经营原则

1、政策性原则：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必须贯彻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对政策要

支持的区域、产业和部门开展政策性金融业务，提供政策性投资和贷款。

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过贷款投向、期限、利率的安排来体现政府的国家经济政策并积极参与项目的决策，使信

贷政策与国家经济政策得到衔接。

坚持政策性原则有利于政策性金融机构把握经营方向，避免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在业务领域上产生交叉、发生

业务竞争，有利于保持自身的经营特征。

2、安全性原则：政策性金融机构在经营活动中要注重资产安全。

由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范围主要是商业性金融机构不愿涉及的低利润、高风险的领域，如果不注重

安全性，一是无法确保政策性资金的良性循环；二是政策性资金若被挤占挪用，使信贷资产下降，政策性金

融机构将失去金融企业的特征。

3、保本微利原则：作为金融企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经营的是信贷资金，而非财政资金，信贷资金的本质要求

是运动、回流和增值。因此，政策性金融机构必须加强经营管理，讲求经济核算，实现保本微利，以保持政

策性金融机构的生存与持续发展。

【多选-1】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经营原则有（ ）。

A.政策性原则

B.财政性原则

C.安全性原则

D.盈利性原则

E.保本微利原则

答案：ACE
解析：政策性金融的政策性和金融性的双重特征，决定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具有不同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经营

原则。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经营原则包括政策性原则、安全性原则和保本微利原则。

【单选-2】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过直接或者间接资金投放，吸引商业银行金融机构或民间资金从事符合经济政



策意图的投资，从而发挥引导资金流向的作用。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这种职能属于（ ）。

A.补充性职能

B.倡导性职能

C.选择性职能

D.服务性职能

答案：B
解析：倡导性职能又称诱导性职能，是指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资金投放，吸引商业性金融机构

或民间资金从事符合经济政策意图的投资和贷款，以发挥其首倡、引导功能，引导资金的流向。补充性职能

是指对于一些商业性金融机构不愿或无力选择的领域，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倡导性投资，以直接投资或提供

担保等方式引导资金流向，进行融资补充。选择性职能是指主动选择融资领域或部门以实现融资意图的职能。

服务性职能是指主要为企业和政府提供服务。

考点 5：金融监管制度

（一）机构监管/功能监管和目标监管

按照监管思路的不同，世界各国现有金融监管机制可以分为三类：

1、机构监管：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的所有业务由不同的监管机构按照不同的标准和体系进行监管。

2、功能监管：各类金融机构的不同类型业务由不同监管机构分别监管。

3、目标监管：按照金融监管的不同目标分别设立监管部门，对各种类型金融机构统一监管。

1、机构监管

机构监管的主要潜在问题是不同监管机构对于不同金融机构相类似的金融业务可能采取不同的监管体制和标

准，造成监管重叠或监管缺位现象，并导致监管套利的出现。

同时，随着混业经营的日益普遍，机构监管与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发展产生明显差距，造成金融监管与金

融市场发展脱节，不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

2、功能监管

功能监管可能产生的主要问题包括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尤其是金融控股公司）的不同类型的业务受到不同

监管机构的监管，但公司作为一个整体，还缺少必要的监管。同时， 一个金融机构通常由一个监管部门作为

主要监管机构牵头监管，不同牵头部门对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可能采取的监管思路、监管侧重各不相同，产

生不同的监管成本。

3、目标监管

目标监管是按照不同监管目标（如审慎监管、市场行为监管、市场竞争监管等）对金融机构从各个角度进行

监管。

与功能监管类似，目标监管会导致一个金融机构需要同时接受几个监管部门的监管，容易造成监管成本的上

升和监管效率的下降。

（二）分业监管/统一监管/超级监管

目前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模式主要分为三类：

 分业监管

 统一监管

 超级监管

1、分业监管

主要参照机构监管的思路，对不同金融机构按照所属行业进行划分，由不同的监管部门分别监管，早期的金

融市场多采用这一监管模式。随着混业经营的日益普及，部分国家的分业监管逐步由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过



渡，或两者兼而有之。

例如，美国在混业经营的限制取消后，在分业监管总体框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对以金融控股公司为代表的

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主要采取了功能监管的方式，同时赋予中央银行监督金融控股公司整体运行稳定的职责，

加强了对混业经营金融机构的监管措施。

2、统一监管

按照监管目标的不同，将一项或几项监管目标赋予统一监管机构进行监管。

统一监管的典型案例是澳大利亚采取的双峰式监管模式。

为了提高澳大利亚金融监管的效率，降低监管成本，提高金融市场的整体竞争力，澳大利亚政府对金融市场

的监管体制做了大幅度调整。按照监管目标的不同，分别设立了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和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

委员会，分别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以及市场行为（包括保护投资者利益）进行监管。

目前，采取统一监管模式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但基于各国不同的文化背景、金融市场发展路径和阶段，

统一监管的方式和程度各不相同。

例如，有的国家将银行和证券市场的审慎监管统一交给一个监管机构负责，有的国家将证券和保险市场的审

慎监管统一交给一个监管机构负责，还有的国家将银行和保险市场的审慎监管统一交给一个监管机构负责。

3、超级监管

超级监管模式是统一监管模式的一种极端方式，即将不同金融机构的所有监管均交给一个监管机构统一负责。

目前英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采取这一模式，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特点是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相

对集中，有利于超级监管模式的建立和运行。

（三）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20 世纪 90 年代，以英国和北欧等国家和地区为代表，曾出现了金融监管与中央银行分离的潮流。

但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逐渐意识到，宏观审慎政策的缺失、系统性风险评估和应对不足是危机爆发

的重要原因。越来越多的国家明确了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的地位。

同时，微观审慎监管职能也有向中央银行集中的趋势。

例如，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负责对资产超过 500 亿美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所有具有

系统重要性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系统重要性金融基础设施进行监管，同时保留对小银行的监管权。

再如，英格兰银行负责宏观审慎管理，并重新负责微观审慎监管。

第二节 金融制度

【单选-1】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通常指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的所有业务由不同的

监管机构按照不同的标准和体系进行监管。这种模式为（ ）。

A.机构监管

B.功能监管

C.混业监管

D.目标监管

答案：A
解析：机构监管是指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通常指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的所有业务

由不同的监管机构按照不同的标准和体系进行监管。

【多选-2】功能监管的主要问题包括（ ）。

A.金融机构不同类型的业务受到不同监管机构的监管，导致监管套利

B.公司整体缺乏监管



C.不同牵头部门对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可能采取不同的监管思路

D.不同牵头部门对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监管侧重点不相同

E.不同牵头部门对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产生不同的监管成本

答案：BCDE
解析：功能监管的主要问题：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的不同类型的业务受到不同监管机构的监管，但公司作为

一个整体，还缺少必要的监管。不同牵头部门对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可能采取的监管思路、监管侧重各不相

同，造成不同的监管成本。A 项属于机构监管的问题。

【单选-3】实行双峰式监管体制的典型国家是（ ）。

A.澳大利亚

B.日本

C.英国

D.美国

答案：A
解析：统一监管的典型案例是澳大利亚双峰式监管模式。按照监管目的的不同，分别设立了澳大利亚审慎监

管局和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分别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以及市场行为（包括保护投资者利益）进

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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