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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扩大开放下中国金融安全与监管研究》在归纳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紧密联系中国经济金融改
革开放的实际，分析了危及和维系中国金融安全的主要因素．提出了未来几年维护金融安全、防范金
融危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适度加强金融监管主要措施。在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上，力图构建一个
全面、系统研究中国金融安全与金融监管问题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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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1 金融安全的概念及其特点　　2.1.1 金融安全问题的提出　　金融安全问题的提出由来已久，
早期马克思就曾对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做出过深刻论述，20世纪初凡勃伦也提出了金融体系不稳定
假说。其后。Bemanke、Minsky等人从金融脆弱性角度对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进行了理论阐述。随着墨
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南美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加引发了人们对金融
危机的思考，提出金融安全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即正式出台了经济安全战略，将保障经济
安全的战略思路和政策运作贯穿于日本的经济发展过程之中。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明确提出，要
把经济安全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并在政策上将经济安全确立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目标之
一。1999年12月，美国白宫新闻出版署公布了《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也是从国家安
全的角度分析了美国的经济安全，把保障美国的金融安全置于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利益之列。1996年5
、6月，俄罗斯政府明确提出了“俄联邦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基本原则）”和“俄联邦国家安全构想
”。在我国，金融安全问题也引起了高度重视，1998年5月，华东政法学院院长曹建明教授在中共中央
第七次法治讲座上作了题为《金融安全与法制建设》的专题报告，论述了金融安全与经济安全、国家
安全的关系，强调用法律的手段来规避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江泽民总书记在讲座上发表了重要
讲话，提出了“金融安全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安全”这一科学命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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