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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银行业概览 

（一）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概况 

（二）银行信贷规模与社会融资总量 

 

二、中国银行业的监管 

（一）中国银行业监管架构及主要内容 

１、监管架构 

２、监管的法律架构 

３、监管的主要内容 

（二）中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 

１、风险管理的内容 

２、风险管理组织 

（三）中国银行业对混业经营的监管 

１、混业经营的模式 

２、监管内容∶《银行并表监管指引（施行）》（2008年 2月 4日） 

（四）中国银行业务监管的最新动向 

１、银行业的贷款新规 

２、银行业务扩张的监管 

３、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 

 

三、后危机时代的中国银行业监管的主要议题 

（一）巴塞尔Ⅲ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１、出台的背景和主要内容 

２、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３、中国的对策 

（二）中国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 

１、逆周期监管 

２、资本要求 

３、宏观审慎监管 



四、“十二五”规划与中国银行业的未来发展 

（一）“十二五”规划对银行业的启示 

１、经济增长仍将持续，但与高投资率相联系的贷款项目有可能减少 

２、可贷资金及其成本与流动性可能受到货币政策的制约 

３、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意味着金融业向服务业的转变 

４、新兴产业可能提供重要的发展机遇 

５、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论述∶ 

金融机构改革 

金融调控机制 

金融监管 

（二）政府部门与监管当局的态度 

１、经营理念的现代化与治理机制的正规化 

２、发展战略的转型 

３、配合国家调控政策 

４、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５、增强金融服务功能 

６、简单、实用、透明的金融创新 

７、具体的改革事项∶ 

利率市场化； 

综合经营； 

存款保险制度； 

宏观审慎管理； 

系统重要性银行； 

巴塞尔协议 III； 

国际化 

（三）银行业的基本认识与行动 

总体判断∶基于贷款推动的规模扩张战略已不再可行 

对策∶降低资本消耗；降低成本；提高资本回报率；与产业政策

相结合 

 

五、东亚金融监管合作 

（一）前提 

相似的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模式 

（二）需要搞清楚的问题 

１、东亚经济与金融体系中是否存在对于金融风险有着重要影响的共同特



征？ 

２、上述共同特征是否也导致了东亚经济体在金融风险产生、积累与传播机

制上的一致性？ 

３、基于上述金融风险发生与传导机制，应如何实现风险的法律防范？ 

４、如何实现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结合？ 

（三）东亚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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