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金融市场论文(模板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金融市场论文篇一

离岸金融市场是指专门为非居民提供境外货币借贷或投资、
贸易结算、黄金买卖、保险服务外汇及证券交易等金融业务
和服务的国际金融市场。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离岸金融市场具有高度的国际化与经营自由、先进的结算方
法和独特的利率体系。

信用风险是离岸金融市场的首要风险，即交易一方或双方因
某种因素而未履行合约中的义务而给对方带来的经济损失，
即资金的贷方因某种因素不能还本付息，造成资金借方的实
际收益和预期收益发生偏离。非居民性的特征导致离岸金融
市场存在信用风险。鉴于离岸金融的运行环境比较复杂，离
岸金融机构很难对非居民有全面深刻的了解。交易方的道德
水平、所借资金的规模、交易方的运营情况和国家的经济运
行情况都会影响信用风险的发生。

市场风险市场风险是指因利率、汇率等的变动而导致的风险。
市场风险可以通过利率、汇率等波动体现。当市场预期发生
变化时，外资会抽逃，导致本币汇率下降。为了应对资金外
逃，金融当局提高市场利率，增加了离岸金融市场的利率风
险。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给经
济金融的运行造成巨大冲击。

关于流动性风险的概念，银监会将其定义为：流动性风险指



商业银行虽然有清偿能力，但无法及时获得充足资金或无法
以合理成本及时获得充足资金以应对资产增长或支付到期债
务的风险。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离岸金融机构的现金支
支付能力较低;另一种是离岸金融机构不能满足企业等机构的
转账需求。

金融市场论文篇二

金融市场的发展对我国整个市场体系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为了有效地维护金融稳定发展，合理地引导和分配资金、保
证我国金融市场健康发展，有必要对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的因
素进行分析。本文主要阐述了股指期货、国际资本流动、欧
元、人民币汇率改革等因素对我国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

股指期货有利于股票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期投资。基金经
理和一些投资机构主要是通过买卖股票来进行获利，他们主
要靠短线投资。股指期货推出以后，基金经理和投资机构主
要通过股指期货和股票组合进行投资，这样就可以避免由于
过度短线操作给股市带来的动荡。

股指期货交易是基于指数交易，一些基金经理和投资机构进
行投资股票时会想到指数配置。公司效益好，资金多，基本
面好的股票具有较好的指数配置，这一类型的股票主要是国
有企业发行的股票，例如，中石油、中石化、工商银行等。
这样就出现国有企业的股票就很受欢迎，可以募集到发展所
需要的资金，可以把握经济主控权，控制金融命脉。

股票市场稍有波动就会引发很多投机者进行投机操作。大量
的投机操作必然会引起股票市场大的波动。由于现货市场与
股指期货市场存在一种联动的关系，一些机构大户可能运用
股指期货交易来操纵市场。



金融市场论文篇三

金融机构是巨额货币资金的集散地，容易滋生犯罪，如资金
诈骗、贪污受贿等非法活动，因此存在着严重的犯罪风险和
信用风险。而我国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对信用风险
管理的认识不充分，信用风险管理理念很陈旧，不能适应复
杂的风险环境。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对近期利益与长远目
标的协调不到位、信用风险意识在全体职员中贯彻落实不充
分等。另外，在大量运用数理统计模型、金融工程等先进方
法方面，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方法也远远落后于国际
先进银行。

我国的金融机构大都缺乏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使得合理的
内控制度和严格的管理失效，进而加大信用风险发生的概率。
比如：由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我国商业银行的
不良贷款率一直居高不下。据银行监事会数据统计，截
至2017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4549.1亿元，
总数较年初虽然是明显减少了424.2亿元，但损失类不良贷款
余额却增加了21.2亿元。可想而知，他严重影响到了银行的
发展和金融的稳定。同样，由于外部与内部的原因，非银行
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不善，会出现经营亏损、信用风险、支付
危机等，虽然数量上并不大，但更为显性化。

金融市场论文篇四

与其他国家的经济的联系也更加紧凑、国家间的合作也愈来
愈频繁。同时在这样日益旺盛的金融环境下我国国民经济也
迅速增长，消费需求也渐渐走向成熟，二三线城市居民的收
入也在渐渐提高，对外贸易的发展也欣欣向荣，财政收入提
高。现阶段我国金融监管力度也在逐渐加大，在对金融市场
的管理也在逐渐完善和改进，因继续不断创新和完善金融市



场的法律法规，严格执行金融市场的处罚措施，对金融市场
上的违规操作应从严惩罚。只有有效、完善、健全的内控制
度才可以防范、预判金融风险带来的灾害，最终保障我国经
济的稳步发展、社会的稳步发展。

金融市场还不够成熟，深度和广度不够。我们所说的成熟的、
完善的是金融市场的标准：每一个优秀的、发展中的企业可
以通过完善和改造融资为企业长久发展增添新的活力：长期
投资者能够得到合适稳定的回报：市场价格基本合理：市场
参与者遵守规则。但目前中国金融市场远远没有达到这些标
准。总体的金融环境来说，一个市场开放性较强、市场规模
比较宏大、金融类产品种类较多、赢利性颇为丰厚和安全性
能更高的主题金融环境下，规范的适应负币和国际金融市场
要求的金融市场都可以达到，我国还没有更好的做到国际金
融市场所要求的条件。

金融市场论文篇五

随着市场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日益拓展和深化，为
了优化市场结构，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而逐步建立和完
善的。

市场准入制度是塑造市场主体的核心环节，是国家对市场进
行干预的基本制度，它既是政府管理市场的起点，又是市场
经济条件下其他一系列制度建构的基础性的经济法律制度。
金融市场准入属于特殊市场准入中的经济性市场准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机构越发多元化，金融工具和金
融业务也日益多样化，基于此现实状况，中国人民银行
于1982年设立了金融机构管理司，负责研究金融机构改革，
制订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审批金融机构的设置和撤并等。后
来又从该司中分设出条法司、非银行机构司和保险司，原金



融机构管理司改称银行司;另外，还成立了外资金融机构管理
司。

1986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
中，突出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责。

1995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赋
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的职权。为了加强国家对证券、期
货市场的监管，1992年成立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及其监督执
行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1998年3月撤销了国务
院证券委员会，其职能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使。根
据1998年7月23日证券监管机构体制改革方案，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
管机关，依照法律法规对全国证券、期货业进行集中统一监
管。随着我国保险机构的增多及保险业务的不断发展，1998
年11月又专设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专门负责对保险
业进行监管。伴随上述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立及其运作，我国
的金融监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作为金融监管的关键
环节，金融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制度仍缺乏系统性。


